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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兴修水利，抗御水、旱灾害，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

要条件，也是几千年来治国安邦的重要课题。建国以来，在党和政

府的领导下，我县的水利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全县兴修了大批

的水利水电工程设施，对于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保障城乡广大人

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时，还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也吸取了_些失误的教训。

我们根据上级关于编史修志的要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史为骨，以文为表，以记叙为主，详今略古

地编纂了这部水利专志，以期服务于今，垂鉴于后。

编修水利志，其意义和作用是十分明显的。首先，它可以使我

们更充分地掌握水旱灾害发生的规律，了解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情

况，总结水利建设的发展过程和得失。其次，可以为制定水利事业

的各项方针、政策，因地制宜地进行水利建设规划，实行科学管

理，提供了历史的借鉴和现实的依据，第三，。可以向各部门、各方

面如实地介绍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发展和取得的成果，有利于工作

的协同前进。第四，它反映的建设成就和科学技术水平，是生产力

向前发展的重要标志，可以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是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第五，有利于积累和保存技术资料，可以为

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总之，这是—项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

工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相信，这部’

水利专志，将会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上述各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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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古已有之。但编修水利专志，却是—项新的工作·

我虽然从篇目的拟定到审稿定稿等过程中，既是参加者，又是支持

者，也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工作。但本志的编写和资料搜集等工作，

则盅要依赖于几位比较熟悉水利业务，有一定的思想水平和写作能

力，并热心于修志工作的同志来共同编纂成功的．同时，在搜集资

料和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省、地、县档案馆和上级水利主管部门的

大力支持，并蒙中国书法家协会湖南分会名誉理事、湖南诗人．书

画家罗密同志为本志题写封面以及县志办和有关兄弟单位的具体指

导与热忱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资料残缺，加之修志人员适应能力有限，难免有讹误之

处，这是需要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批评和恳求广大识者予以指正的。

锄埽
一加＼六年五月



编写说明

《沅江县水利志》，是《沅江县志》的一个分志。我们在尽量

突出专业志特点的前提下，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

原则，以事分类，依时顺叙地记述了我县水利事业各个方面的历史

和现状，并随文附有必要的图、表和照片。
-

全志分为“自然地理概述”， 。水利机构”、“水利工程建

设”， 口水利管理”、 “水旱灾害与抗灾”共五篇。各篇的上

限，尽可能地做到追源溯本，略古详今。下限则编写至1985年。在

本志的前面，还扼要地摘录了我县建国三十多年来水利工作中较为

重大的历史事实，编写成。沅江县建国后(1949--1985年)水利工

作要事记略，．以备查考·

在第一篇中，着重对沅江县的疆域现状，岗地、河，湖，水文

气象等作了简述，藉以作为本志所写的基本情况。

口水利工程建设”一篇，．是全志的核心部分，占有本志的主要

篇幅·它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我县各项水利事业的发展过程及其所取

得的丰硕成果。对于我县堤垸的历史变迁(包括1954年已划给湘

阴，益阳县的部分堤垸)，也根据所搜集到的历史资料作了粗略的

整理，以便帮助水利工作者考证·

。水利管掣，是水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项新的工
作。在编写中，主要是根据中央、省、地、县有关水利管理工作的

重要法规以及我县在实际工作中所采取的管理方法，进行了综合总



结，分类编排。

为便于研究分析水、旱灾害发生的规律，依据湖南省历史考古

研究所1961年编印的《湖南自然灾害年表》和1980年湖南省志编纂

委员会第二次修订的《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并参照清朝嘉庆十。

三年的《沅江县志》，从中选编了从唐朝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

到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的玩江县水．旱灾害部分，以年表的

形式，附录于第五篇第十二章的后面，以供查考。建国以后发生的较

大水旱灾害，也根据水利档案记载的资料续编在表内。

民国以前的各个年代，本志均称为●建国以前”；从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开始，则称为“建国以后”。建国以前的历史纪年，按

习惯用法记述，用括号注明了公元年号；建国以后，一律以公元纪

年。
!

本志所采用的各项数据，尽可能地作了一些考证陔实工作，力

求准确。对于建国后一次性的统计数字，在1981年以后变‘化不大、

或基本上没有变化的，均以198t年lo月各区所报的水利工程“三查

三定”统计资料为依据。河流，湖泊及人工建筑物所在地的标准名

称，基本上是以1 981年8月沅江县人民政府编印的《沅江县地名

录》为准。 ，

海拔高程，除注明者以外，均为吴淞基面标高i r

一九八六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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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机构

《沅江县水利志》编纂领导小组

(以姓氏笔划为序)

组长s李荣辉
～

副组长t曹金声黄昌林蒋和祥
，

、

组员：’王友泉王金榜龙维耀刘敏之 宋忠保

李海宗罗剑文杨天益郭向东龚志洪

曹国忠曾麦秋谢澄清
’

《沅江县水利志》编写小组

组长。李海宗

副组长。李建犹

资料员。李大矛陈伟光唐红旗



勘 误 表

页 次 行 数 字数 误 正

‘

4 顺19 顺2 焦 月

6 倒12 顺13． 组 织

j O 倒10 顺26 自经筹费 自筹经费

18 例 9 顺6 湖 删去

20 侧 2 顺9 厶 合口

3 6 颇1 顺3 4 5

3 6 顺4 顺 4 组小 小组

38 顺5 倒14 绩 续

7 8 倒13 顺16 负 资

Z_O 顺2 倒10 等 第

43 顺18 顺17 ’r 享

47 倒 4 顺11、14 履 履 蚝蚝

7工 倒 5 顺8 没 国

71 倒 4 顺18 设 ． 国

7l 倒 3 ’顺8、13 恢所 复 以

72 顺 5 倒12 院 垸

79 顺 6 但l 6 蛇坟 坟蛇

93 顺 l 顺 4 修整 整修

9 4 颊3 顺17、28 裁要 栽视

95 倒 1 顺 4 垸 琼

102 顺2l 例12 据 踞

104 顺16 顺 12 提 堤

118 顺1_ 顺 2 拮 拦

119 顺18 顺 7 出 涵 闸 出水涵闸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勘 误 表

页 次 行数 字数 误 正
●

12 I 顺l 4 倒 5 经验 检验

125 倒9 顺 l 3 8

125 倒3 顺i3 身 体

152 倒 7 顺12 第 弟

189 顺10 顺 6 裁 裁

189 顺19 顺17 性 、 牲

195 倒13 顺2 乎 乎

200 顺2 顺8 褐 祸

201 顺13 颀11 宽 ’深

202 顺5 倒3 今，德常 今常德，

202 顺1 4 顺6 卵 卯

209 顺ll 倒 4 部 一一 都一
218 顺8 倒 1 余丈 丈余

连月滨湖淫者， 连月淫雨，滨湖218 顺13 ．顺9
雨一带 一带

23l 倒l、3、 顺2 注1注2 注2 注I

23 4 倒8 倒 7 荻 获



目 录
、

一 一

沅江县建国后水利工作要事记略⋯⋯⋯⋯⋯⋯⋯⋯⋯⋯．⋯⋯弋1)

第一篇自然地理简述 ．

第一章疆域现状⋯⋯⋯⋯⋯⋯⋯⋯⋯⋯⋯⋯⋯⋯⋯⋯⋯⋯⋯⋯⋯⋯⋯⋯⋯(17)

第二章岗地、河、湖⋯⋯⋯⋯⋯⋯⋯⋯⋯⋯⋯⋯⋯⋯⋯⋯⋯⋯⋯⋯⋯⋯⋯(17)

第一节岗地⋯⋯⋯⋯⋯⋯⋯⋯⋯⋯⋯⋯⋯⋯⋯⋯⋯一⋯⋯⋯⋯⋯⋯⋯⋯(17)

第二节河流⋯⋯一⋯⋯一⋯⋯⋯⋯⋯⋯⋯⋯⋯一⋯⋯⋯⋯⋯⋯⋯⋯⋯⋯⋯(18)

一、外河⋯⋯⋯⋯⋯⋯⋯⋯⋯⋯⋯⋯⋯⋯⋯⋯⋯⋯⋯⋯⋯⋯⋯⋯⋯⋯(18)

，二、内河⋯⋯⋯⋯⋯⋯⋯⋯⋯⋯⋯⋯⋯⋯⋯⋯⋯⋯⋯⋯⋯⋯⋯⋯⋯⋯(20)

第三节湖泊⋯⋯⋯⋯⋯⋯⋯⋯⋯⋯⋯⋯⋯⋯⋯⋯⋯⋯⋯⋯⋯⋯⋯⋯⋯⋯(21)

一、外湖⋯⋯⋯⋯⋯⋯⋯⋯⋯⋯⋯⋯⋯⋯?⋯⋯⋯⋯⋯⋯⋯⋯⋯⋯⋯··(21)

二、内湖⋯⋯⋯⋯⋯⋯⋯⋯⋯⋯⋯⋯⋯⋯⋯⋯⋯⋯⋯⋯⋯⋯⋯⋯⋯⋯(22)

(表1)、沅江县垸内内湖演变情况表⋯⋯⋯：⋯⋯⋯·j⋯⋯⋯⋯⋯(22)

7(表2)、沅江县丘岗区主要内湖分布情况表⋯⋯⋯⋯⋯⋯⋯⋯⋯(翠)

第三章水文气象⋯⋯⋯⋯⋯⋯⋯⋯⋯⋯⋯⋯⋯⋯⋯⋯⋯⋯⋯⋯⋯⋯⋯⋯⋯(29)

·第一节’水位与流量⋯⋯⋯．-．⋯⋯⋯⋯⋯⋯⋯⋯⋯⋯⋯⋯⋯⋯⋯⋯⋯⋯⋯(29)

(表3)、沅江县历年最高、最低及汛期“三线一水位高程表⋯⋯(29)

第二节雨量和气候⋯⋯⋯⋯⋯⋯⋯⋯⋯⋯⋯⋯⋯⋯⋯⋯⋯⋯⋯⋯⋯⋯⋯(‘30)

第二篇水利机构

第四章县级水利机构⋯⋯⋯⋯⋯⋯⋯⋯⋯⋯⋯⋯⋯⋯⋯⋯⋯⋯⋯⋯⋯⋯⋯(31)

第一节清代及民国时期⋯⋯⋯⋯⋯⋯⋯⋯⋯⋯⋯⋯⋯⋯⋯⋯⋯⋯⋯⋯⋯(31)

第二节建国迄今⋯⋯⋯⋯⋯⋯⋯⋯⋯⋯⋯⋯⋯··：⋯⋯⋯⋯⋯⋯⋯⋯⋯⋯(31)

(表4)、沅江县水利系统1985年末干部、职工统计表⋯⋯⋯⋯⋯(‘34)

(表5)、沅江县建国后县级水利机构领导人员更迭表⋯⋯⋯⋯⋯(35)

．第三节局属二级管理和生产机构⋯⋯⋯⋯⋯⋯⋯⋯⋯⋯⋯⋯⋯⋯⋯⋯⋯(37)

第五章县以下的水利机构⋯⋯⋯⋯⋯⋯⋯⋯⋯⋯⋯⋯⋯⋯⋯⋯⋯⋯⋯⋯⋯(41)

第一节建国前韵堤垸管理机梅⋯⋯⋯⋯⋯⋯⋯⋯⋯⋯⋯⋯⋯⋯⋯k⋯⋯(41)

第二节建国后的区(垸)水利机构⋯⋯⋯⋯⋯⋯⋯．．．⋯⋯⋯⋯⋯⋯⋯⋯(。45)

第三节乡水电管理站⋯⋯⋯⋯⋯⋯⋯⋯⋯⋯⋯⋯⋯⋯⋯⋯⋯⋯⋯⋯⋯⋯(46)

． 第三篇水利工程建设

第六窜建国前的水利建设考略一⋯⋯?⋯⋯⋯⋯⋯⋯⋯⋯⋯⋯⋯⋯⋯⋯⋯一(47)

第一节堤垸的变迁⋯⋯⋯⋯⋯⋯⋯⋯⋯⋯⋯⋯⋯⋯⋯⋯⋯⋯⋯⋯⋯⋯⋯(47)

1



一、明代⋯⋯⋯⋯⋯⋯⋯⋯⋯⋯⋯⋯⋯⋯⋯⋯⋯⋯⋯⋯⋯⋯⋯⋯⋯⋯

二i清初⋯⋯⋯⋯⋯⋯⋯⋯⋯⋯⋯⋯⋯⋯⋯⋯⋯⋯⋯⋯⋯⋯⋯⋯⋯⋯

三、清末到民国时期⋯⋯⋯⋯⋯⋯⋯⋯⋯⋯⋯⋯⋯⋯⋯⋯⋯⋯⋯⋯^

(表6)、沅江县明、清两朝及民国时期挽修堤垸考证表⋯⋯⋯⋯

第二节 “禁修力与“盗挽一⋯⋯⋯⋯⋯⋯⋯⋯⋯⋯⋯⋯⋯⋯⋯⋯⋯⋯⋯

第三节排溃与抗旱⋯⋯⋯⋯⋯⋯⋯⋯⋯⋯⋯⋯⋯⋯⋯⋯⋯⋯⋯⋯⋯⋯⋯

第七辜建国后水利事业的发展⋯⋯⋯⋯⋯⋯⋯⋯⋯⋯⋯⋯⋯⋯⋯⋯⋯⋯⋯

第一节发展过程⋯⋯⋯⋯⋯⋯⋯⋯⋯⋯⋯⋯⋯⋯⋯⋯⋯⋯⋯⋯⋯⋯⋯⋯

(表7)、沅江县建国后土方工程分年完成数量统计表⋯⋯⋯⋯⋯

(表8)，沅江县建国后历年水利建设使用经费统计表⋯⋯⋯⋯⋯

第二节工程建设¨⋯⋯⋯⋯⋯⋯⋯⋯⋯⋯⋯⋯⋯⋯⋯⋯⋯⋯⋯⋯⋯⋯⋯．

一、湖区堤防建设⋯⋯⋯⋯⋯⋯⋯⋯⋯⋯⋯⋯⋯⋯⋯⋯⋯⋯⋯⋯⋯⋯

。(一)、整修旧垸⋯⋯⋯⋯⋯⋯⋯⋯⋯⋯⋯⋯⋯⋯⋯⋯⋯⋯⋯⋯

(表9)、沅江县1949年""1955年堤垸合并情况表⋯⋯一：⋯⋯⋯⋯

(--)、挽修新垸⋯⋯⋯⋯⋯⋯⋯⋯⋯⋯⋯⋯⋯⋯⋯⋯⋯⋯⋯⋯

2

表10

(三

表11

表12

、沅江县现有堤垸大堤基本情况表⋯⋯⋯⋯⋯⋯⋯⋯⋯⋯

、护岸工程⋯⋯⋯⋯⋯⋯⋯⋯⋯⋯⋯⋯⋯⋯⋯⋯⋯⋯⋯⋯

、沅江县建国后大堤护岸工程完成数最统计表⋯⋯⋯⋯⋯

、沅江县堤垸现有矶头情况明细表⋯⋯⋯⋯⋯⋯⋯⋯⋯⋯

(四>、填塘固基⋯⋯⋯⋯⋯⋯⋯⋯⋯⋯⋯⋯⋯⋯⋯⋯⋯⋯⋯⋯

(五)、蓄洪安全建设⋯⋯⋯⋯．．：⋯⋯⋯⋯⋯⋯⋯⋯⋯⋯⋯⋯⋯

(表13)、沅江县蓄洪安全建设分年完成数最统计表⋯⋯⋯⋯⋯⋯

二、现有堤垸垸史简述⋯⋯⋯⋯⋯⋯⋯⋯⋯⋯⋯⋯⋯⋯⋯⋯⋯⋯⋯⋯

三、丘岗区水利建设⋯⋯⋯⋯⋯⋯⋯⋯⋯⋯⋯⋯⋯⋯⋯⋯⋯⋯⋯⋯⋯

(一)、山塘⋯⋯⋯⋯⋯⋯⋯⋯⋯⋯⋯⋯⋯⋯⋯⋯⋯⋯⋯⋯⋯⋯

(表14)、沅江县各区、乡现有山塘统计表⋯⋯⋯⋯⋯⋯⋯⋯⋯⋯

(二)、拦洪坝⋯⋯⋯⋯⋯⋯⋯⋯⋯⋯⋯⋯⋯⋯⋯⋯⋯⋯⋯⋯⋯

(三)、防渗渠道⋯⋯⋯⋯⋯⋯⋯⋯⋯⋯⋯⋯⋯⋯⋯⋯⋯⋯⋯⋯

(四)坡地改梯土⋯⋯⋯⋯⋯⋯⋯⋯⋯⋯⋯⋯⋯⋯⋯⋯⋯⋯⋯⋯

四、排泄工程建设⋯⋯⋯⋯⋯⋯⋯⋯⋯⋯⋯⋯⋯⋯⋯⋯⋯⋯⋯⋯⋯⋯

(一)、大堤(坝)涵闸⋯⋯⋯⋯⋯⋯⋯_⋯⋯⋯⋯一：⋯⋯⋯⋯

(表15)、沅江县建国后新建、改建闸、、管一览表⋯⋯⋯⋯⋯⋯⋯

(表16)、沅江县一线防洪大堤、重点间堤、拦洪坝现有圃、管明

(47>

( 48)

( 49)

(51>

(63)

( 64)

(65)

( 65)

(67，)

( 70 )

( 71 )

(71)

( 71 )

(76>

(84)

( 8 5)

(92>

(95>

(97>

(98>

(98)

(101)

(101)

(114)

(114)

(11 7)

(118)

(118)

(119>

(119)

(119)

(126)

细表⋯⋯⋯⋯⋯⋯⋯⋯⋯⋯⋯⋯⋯⋯⋯⋯?⋯⋯⋯⋯⋯··(138)

(二)、机电排灌⋯⋯⋯⋯⋯⋯⋯⋯⋯⋯⋯⋯⋯··?⋯⋯⋯⋯⋯⋯(、152)

1、建国前的提水工具⋯⋯⋯⋯⋯⋯⋯⋯⋯⋯⋯⋯⋯⋯⋯⋯⋯⋯⋯⋯(152)

，⋯2、机械排灌的发展⋯⋯⋯⋯⋯⋯⋯⋯⋯⋯⋯⋯⋯⋯⋯⋯_⋯⋯⋯⋯(153)

表(17)、沅江县农业排灌内燃机发展情况统计表⋯⋯⋯⋯⋯⋯⋯(156)



．3、．输变电工程的建设⋯⋯⋯⋯⋯⋯⋯⋯⋯⋯⋯⋯⋯⋯⋯⋯⋯⋯⋯⋯(1 57)

(表18)、沅江县输变电工程建设情况统计表⋯⋯⋯⋯⋯⋯⋯⋯¨(159)

，4、电力排灌站的建设⋯⋯⋯⋯⋯⋯⋯⋯⋯⋯⋯⋯⋯⋯⋯⋯⋯⋯⋯⋯(1 63)

(表19)、沅江县电力排灌站分年完成数量统计表··：⋯⋯⋯⋯⋯．．|．(170)

(表20)、沅江县现有电力排灌站分区，乡统计表⋯⋯⋯⋯⋯⋯⋯(172)

5、喷灌建设⋯⋯⋯⋯⋯⋯⋯⋯⋯“⋯⋯⋯⋯⋯⋯⋯⋯一⋯⋯⋯⋯⋯．．(1 76)

(三)、渠系和园田化⋯⋯⋯⋯⋯⋯⋯⋯⋯⋯⋯⋯⋯⋯⋯⋯⋯⋯⋯⋯⋯：··(1 76)

(表21)、沅江县现有各类渠道统计表⋯⋯··：⋯．．．．⋯⋯⋯·?⋯⋯⋯·(181)

(表22)、沅江县现有渠系建筑物统计表⋯⋯⋯⋯⋯⋯⋯⋯⋯⋯⋯(182)

，第三节建国后水利建设对有关部门工作的促进与支持⋯·：⋯⋯⋯⋯⋯⋯·(183)

第四篇‘水利管理

第八章管理概述⋯⋯⋯⋯⋯⋯⋯⋯⋯⋯⋯⋯⋯⋯⋯⋯⋯⋯⋯⋯⋯⋯⋯⋯⋯(187)

第九章，工程管理⋯⋯⋯⋯⋯⋯⋯⋯⋯⋯⋯⋯⋯⋯⋯⋯⋯⋯⋯⋯⋯⋯⋯⋯’⋯(188)

第一节堤林管理．．．’⋯⋯⋯⋯⋯⋯⋯⋯⋯⋯⋯⋯⋯⋯⋯⋯⋯⋯⋯⋯⋯⋯⋯(189)

第二节涵闸管理⋯⋯⋯⋯⋯⋯⋯⋯⋯⋯⋯⋯⋯⋯⋯⋯⋯⋯⋯⋯⋯⋯⋯⋯(】90)

第三节洪道管理⋯⋯⋯⋯⋯⋯⋯⋯⋯⋯⋯⋯⋯⋯⋯⋯⋯⋯⋯⋯⋯⋯⋯⋯(190)

第四节机电管理⋯⋯⋯⋯⋯⋯⋯⋯⋯⋯⋯⋯⋯⋯⋯⋯⋯⋯⋯⋯⋯⋯⋯⋯(190)

‘第五节蕖系菪理⋯⋯∥⋯⋯⋯⋯⋯⋯⋯．．．⋯⋯⋯⋯⋯⋯⋯⋯⋯⋯⋯⋯⋯(191)

第十摩财务器材管理⋯⋯⋯⋯⋯⋯⋯⋯⋯⋯⋯⋯⋯⋯⋯⋯⋯⋯⋯⋯⋯⋯⋯(192)

第一节水利费、水利粮的征收与使用⋯⋯⋯⋯⋯⋯⋯⋯⋯⋯⋯⋯⋯⋯⋯(192)

第二节防汛器材管理⋯⋯⋯⋯⋯⋯⋯⋯⋯⋯⋯⋯⋯⋯⋯⋯⋯⋯⋯⋯⋯⋯(193)

(表23)、沅江县现有主要防汛器材统计表⋯⋯⋯⋯⋯⋯⋯⋯⋯⋯．(193)

第十一章水利管理单位的综合经营⋯⋯⋯⋯⋯⋯⋯⋯⋯⋯⋯⋯⋯⋯⋯⋯⋯⋯(194)

第一节大堤外洲的利用⋯⋯⋯⋯⋯⋯⋯⋯⋯⋯⋯一⋯⋯⋯⋯⋯⋯⋯⋯⋯，(194)

第二节水面养鱼⋯⋯⋯⋯⋯⋯⋯⋯⋯⋯⋯⋯⋯⋯⋯⋯⋯⋯⋯⋯⋯⋯⋯⋯(1 95)

第三节船队运输⋯⋯⋯⋯⋯⋯⋯⋯⋯⋯⋯⋯⋯⋯⋯⋯⋯⋯⋯⋯⋯⋯⋯⋯(196)

第四节一开办小型工厂和商店⋯⋯⋯⋯⋯⋯⋯⋯⋯⋯⋯⋯_⋯⋯⋯⋯⋯⋯(196)

。第五篇水旱灾害与抗灾

第十二章建国前后的水旱灾窑概述⋯⋯⋯⋯⋯⋯⋯⋯⋯⋯⋯⋯⋯⋯⋯⋯⋯⋯(199)

附录t沅江县水旱灾害年表(选编)⋯⋯⋯⋯⋯⋯⋯⋯⋯⋯⋯⋯⋯⋯⋯⋯(202)

第十三章建国后几个大水、大早年纪实⋯⋯⋯⋯⋯⋯⋯⋯⋯⋯⋯⋯⋯⋯⋯⋯(224)。

一、一九五二年的洪灾⋯⋯⋯⋯⋯⋯⋯⋯⋯⋯⋯⋯⋯⋯⋯⋯⋯⋯⋯⋯⋯⋯(224)

二、二九五四年的拱灾⋯⋯⋯⋯⋯⋯⋯⋯⋯⋯⋯⋯⋯⋯⋯⋯⋯⋯⋯⋯⋯⋯(225)

三、一九五九年的大旱⋯⋯⋯⋯⋯⋯⋯⋯⋯⋯⋯⋯⋯⋯⋯⋯⋯⋯⋯⋯⋯⋯(226)

(表24)、沅江县一九五四年溃垸情况明细表⋯⋯⋯⋯⋯⋯⋯⋯⋯(227)

(表25)、原湘阴县十八区一九五四年溃垸情况明细表⋯⋯一⋯⋯(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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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九六四年的洪水⋯⋯⋯⋯⋯⋯⋯⋯⋯⋯⋯⋯⋯⋯⋯⋯⋯⋯⋯⋯⋯⋯

五、一九六九年的渍灾⋯⋯⋯⋯⋯⋯⋯⋯⋯⋯⋯⋯⋯⋯⋯⋯⋯⋯⋯⋯⋯⋯

六、一九七二年的大旱⋯⋯⋯⋯⋯⋯⋯⋯⋯⋯⋯⋯⋯⋯⋯⋯⋯⋯⋯⋯⋯⋯

七、一九七九年的洪水⋯⋯⋯⋯⋯⋯⋯⋯⋯⋯⋯⋯⋯⋯⋯⋯⋯⋯⋯⋯⋯⋯

八、一九八一年的大旱⋯⋯⋯⋯⋯⋯⋯⋯⋯⋯⋯⋯⋯⋯⋯⋯⋯⋯⋯⋯⋯⋯

九、一九八三年的洪水⋯⋯⋯⋯⋯⋯⋯⋯⋯⋯⋯⋯⋯⋯⋯⋯⋯⋯⋯⋯⋯⋯

(表26)、沅江县建国后历年粮食总产及因水旱灾害减产情况表⋯

第十四窜抗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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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第三节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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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江县建国后水利工作要事记略
(1949～1985年)

1949年

8月30日，沅江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其下设有主管农业、水利、交通、邮电、社

会福利等事业的建设科。

9fJ 1日，县人民政府开始对旧县政府所属的机关团体及各事业单位进行接管工作。

郭玉琢负责接管旧建设科。

， 11月28日，县人民政府通令成立“沅江县复堤委员会’’。由侯鸿业、李哲、阎得

功、史峻峰、关右军、钟化鹏、吴静潮、罗绍武组成。复堤委员会负责修复溃垸，恢复

与发展生产，支援前线。

是月，旧堤务局改名为“堤务委员会"。

1950年

1月，湖南省临时政府组织5．5万人堵‘‘东口横堤一(大东口至三吉河坝长16．8公

里)，将大通湖周围各垸连成一个大圈，名为，“大通湖蓄洪垦殖试验区一。这是我省建+

国后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堤垸整修工程。我县出动民工三万人，担任莫公庙至马牌一段长

四千米的大堤新修和培修工程，于当年6月完成任务。

4月17日，湖南省临时政府指示，各垸“堤务委员会黟，一律改名为膏修防委员

会’’。

5,9 27日，根据益阳专署“民行字第308号黟文件通知，将沅益共管的黄荆九垸(其中

沅江管六垸，益阳管三垸)中属益阳县管的合兴‘、中洲、民利三垸和沅益共管的永兴垸

以及原属益阳县的沙头镇划入沅江，，沅益十六垸中原属沅江县管的羊角、八字哨的一部

分(沅江共面积19780亩)和沅江二区所属的三乐、献白、孙家、南门等垸划给益阳

县。 、

7月12日，原四区保合垸漫溃I 7月15日，曾钱垸浸溃。是年冬，原属汉寿县管的甫

蠡、北蠡、丽蠡三个乡(即赤山山脊以西)和原霭湘阴县管的东安、中和两个垸划入沅

江县，沅江、湘阴共管的同仁垸，全部划归沅江。湘沅四垸(湘阴沅江各两垸)，中属沅

江管辖的长山、沔湖两垸及沅江、湘阴共管的蓼矶、酬马、一姓围等垸划给湘阴县a沅

江的种福垸(即刘公局)同时划给省劳改局(现为千山红农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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