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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总干一泵站

△青电西堡一泵站

p榆中县水电局办公搂

》和电三级架节制闸

寸兴隆总干渠泄水闸



△龛谷渠跌水

△三电西干集渡槽

△七电缆车一泵站



△榆中金属硅厂





序

榆中县干旱缺水，历代虽有修渠引水灌溉农田，但限于社会历史

条件，为数不多，成效甚微。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水利不兴，农

业不稳。历代社会的兴衰，国民经济的发展，大多与水利建设的成畋

息息相关。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共榆中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水利事

业。长期以来，领导人民群众，坚持不懈地开展水利建设。 从衬砌自

流渠道开始，进而兴修水库、塘坝、 打机电井、搞小提灌，兴建提黄

河水的大电灌工程，分期进行田间渠系配套，充分利用水资源，努力

改变干旱面貌。 经过4 1年的艰苦奋斗， 由建国初期单一的自流灌溉，

发展成为渠、库、塘、井、提多种类型的灌溉网络，渠系纵横交错，

县川地区水利建设初具规模，自然面貌和生产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

为进行农田灌溉、解决人畜饮水、 发展地方工企业， 创造了极为有利

的条件。在农业生产方面，1990年占全县耕地21．1％的水地，获得了

78．7％的粮食总产量。 水利建设已成为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因素，其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十分显著。

《榆中县水利志》由修志人员经过三年时间的辛勤耕耘，在搜集

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详今略古，以水利建设为主。志书系统地反映了

古今兴修水荆的基本情况，并着重记述了建国以来兴修水利的巨大成

就，总结水利建设中的经验教训， 为进一步发展水利事业提供决策依

据，为后人研究兴修水利历史， 提供有价值的资料，是一部较为完整

的水利资料书。 “盛世修志"，利在后世。 《榆中县水利志》三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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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成书不易， 它可为榆中水利事业发挥“存史、资治、教化”作

用。今后全县“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的水利建设任务是艰巨而繁重

的，人民水利人民建，建好水利为人民，坚持改革开放，为更好地发

展水利事业，振兴榆中经济而努力奋斗。

马 伟

作者：马 伟 原系榆中县水电局局长，现任榆中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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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榆中县水利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中共

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力求思想性、

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为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一、志书上限自事物的发端，以有史料记载的西汉惠帝二年(公元

前l 93年)起，下限止于l 9 90年。

二、志书内容：卷首大事记，正文8章，即概述、水土资源、水旱

灾害、水利建设、水利管理及渔业生产、水土保持、农电建设、水政

人物，共分3 l节，卷末附记、杂录。

三、本志采用横排门类，纵述事实的结构形式，以记、志、传、

图、表、录、照并用，语体文记述，保持志书的连续性、系统性和全面

性．

四、资料：古代以《重修榆中县志稿》、《青城记》、 《甘肃文

史资料选辑》等；近代以民国时期档案资料、图书，报刊等；当代主要

查阅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档案、统计报表、股室提供、采访调查等。

五、志书编写：突出地方特点、时代特点、实事求是的反映榆中

县干旱缺水，旱灾频繁严重。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述新中

国成立41年来，广大人民群众大兴水利建设，促进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

成就。对经验教训，寓于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不联系个人。

六、根据《甘肃省地方志行文规定(试行草案)》，应用国务院规

定的简化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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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数字的书写，分别以汉字和阿拉伯数字表示，表格内一律用阿

拉伯数字。对历史上的朝代年号一律按照当时习惯用法，并在括号内注

明公历纪年。凡世纪，年代和夏历年、月、日均用汉字表示；凡公历年，

月、日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八、本志涉及人物，均以当时的官衔、职称书写。

九、币制、度量衡计量单位，新中国以前仍用旧制，新中国成立后，

除加注说明用旧币制外。一律用现人民币币制。度量衡一律采用公制．

十、标点符号均按《常用标点符号用法简表》进行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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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中县水利志》正误表

页 码 字行 字数 正 误

21 2 20 严 厉 严 历

21 15 】4 农电站 农机站

23 18 21 三等奖 三等获

26 10 23 哀 鸣 哀 鸣

28 8 25 全县人力 全人力

37 12 16 11．4亿 114亿

54 17 19 联 合 联 台

77 8 3 纠 纷 纷 纠

101 12 3 地下水 地下来

112 16 9 建筑物 建等物

217 11 19后 ’

222 12 29 LGJ L G

19 1 2
222 变压器 变电器

20 12

226 12 24 104千伏安 104千伏

1985 1988

270 12 17

(孙师全1982年9月～】98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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