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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的巴里坤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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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足轻重的巴里坤二渠水库

哈密市著名的花园水库



牧区牲畜饮水水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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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壮大的水利经济一市花园水库养鸭场



巴里坤西黑沟水电站 伊吾峡沟水电站

≥茹蹙鍪≯嚣矽一。。专复：善警]■ 水库养鱼方兴未艾



巴里坤石人子大泉湾

村的人畜饮水工程

历史悠久的坎儿井

位居巴里坤西山牧区的营盘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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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渠灌溉的水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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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密地区主要水利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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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哈密地区水利处处长龚云夔

水利处党组书’记王子云

哈密地区《水利志》成书，出版问世之际，由衷的感到高兴，这

是水利战线上一件大喜事，值得庆贺。

在地委、行署的领导下，在有关部门大力协助和支持下；经过

编纂人员的辛勤笔耕，完成了这本志书。这是我区有史以来水利

建设史上第一本比较系统、全面的“志书”，它涉及面广，记述了人

类活动以来种植业、养殖业的起源，自此，便有了水利建设史实。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无可替代的必需物质，没有水，便没有生命，纵

观历史，种植业、养殖业的兴衰，也是水利建设的兴衰。

志书详尽的记述了建国后新农村的巨变，水利水电水产建设

事业所取得的引人注目的成就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记述了

广大水利工作者的足迹，他们为水利建设付出的毕生精力和全部

心血，有的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永远值得人们崇敬和怀念。

书中融政治、经济、技术、科研、地貌、资源、精神文明、物质文

明为一体，明晰的再现了汉代至今哈密水利建设的轮廓，为世人了

解哈密这块宝地和研究哈密特别是为有志于开发这块干旱地区水

利建设的有识之士，提供了翔实的史料。

哈密虽属干旱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通往祖国内地的咽

喉。著名哈密瓜的故乡，历代都有重兵把守的战略要地。千余年

来，战事纷繁，干戈不休，狼烟四起，尸横遍野，苦不堪言，历代王朝

为争夺西域，达到统治西域的目的，都把注意方集中在哈密，哈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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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诸次战事的首当其冲者，从汉代的屯田到清朝的大规模屯田，兴

修水利，都是从这一战略目标为出发点。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以农立国，“民以食为天”。解放后，党和人

民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它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巩固，社会的稳定

和长治久安。：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把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

基础，“以粮为纲”，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头等

大事。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刚跨人六十年代，兰新铁路的通车，

人口急剧增加’；粮食生产不能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为缓解这一尖

锐矛盾，党和人民政府把作为农业命脉的水利建设，提高到了非常

重要的议事日程，出现了全党全民齐上阵，车马人流遍及天山南北

大搞水利建设的高潮。现存的水利工程有相当一部分是当时群众

运动的产物，其中也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失误，在党的领导下纠

正了错误，水利建设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水利建设方兴未艾，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科技人员

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千方百计寻求适合哈密特点的水利建设之

路，现基本上成功地找到具有哈密特色的水利建设模式，为水利建

设写下了壮丽的一页。

干旱是哈密各族人民的大敌；与干旱作斗争是一项长期艰巨

任务，开源节流建立节水型的工业、农业，树立一个节水型的良好

社会风气，迫在眉睫，爱护水源，保护水源，合理开发利用水源；是

水利工作者的严峻使命。
‘

建国后四十年坚持不懈地与干旱作斗争。大大地改善了我区

干旱面貌，旱涝保丰收的面积已达四十余万亩，天山以南的哈密盆

地，建起了～批纯井灌与井渠混合灌的稳产高产区，天山以北也不

是遥远的未来，就全区而言，基本上实现了大旱之年不旱，大灾之

年不减产。止于1990年全区粮食产量较解放初增长11．36倍，牲

畜存栏数增长了近4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96倍。

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指针，加快了改革、开放、搞活的步伐，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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