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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意义深远。

20世纪80年代初，在党中央“两个文明一起抓”的精神指导下，全国水

利战线自上而下展开了第一轮编史修志工程。提到“工程”，人们不难想到这

是一项属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传承工程，非常重要。

1986年编成出书的第一部《新洲县水利志》，就是当时水利局党委用抓工

程的劲头“抓”出来的。经过近20年的使用检验，证明这部水利专志不仅在

业内广泛应用，同时也颇受其他相关行业的青睐，始印4000套志书，现存无

几，尚有不少单位、个人登门索求。实用与需要，成为推动此轮续修《新洲

区水务志》的舆论先声。

盛世修志，记颂盛世水利，是本届志书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新洲水务事业的发展壮大，的确令人欣慰和自豪。

首先是观念的更新，视野的拓展，从而带来事业的振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后传承几十年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一格局，随着全国改革开

放和人们科学发展观的形成，逐步发展成为水利不仅是农业的命脉，而且是

“国民经济基础产业”。这种格局上的升华，使水利建设乃至整个水务工作受

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普遍重视。著名科学家于光远十几年前就说过：“水利

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会过分。”观念的升华，推动“盛世水利”的强劲发展，

势所必然。

其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的颁布实施，从理论上、实践上、法制

上提升了人们对水的认识：水是生命的源泉，必须珍惜、善待、合理开发利

用，从而避免危机。“水是商品”，必须“善价而沽”，不可随意糟蹋、浪费；

糟蹋、浪费是要付出代价的。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都是国家和人民赖以抗灾、

减灾的重要手段，必须依法管理，违法必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的贯彻

实施为水务事业的发展壮大铺就了一条康庄大道。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新洲水利人的创新意识和锐意进取的时代精神。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洲区大中型水利工程的建设、管理与施工，一改过

去由政府包揽，大兵团作战为以业主为主体的工程招投标制，以设计施工和



材料设备供应为主体的承包体系，以建设监理单位为主体的技术服务体系。

三者统一起来，称作“三元模式"。其间以经济为纽带，以合同为依据，相互

监督，相互约制。通过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合同管理制等一系

列改革，使水利工程建设程序有条不紊地进入规范化轨道，极大地提高了工

程建设速度和质量。

古人云：“多难兴邦”。既能兴邦，必能兴业。20世纪90年代始末，10年

间遭遇两次大洪水，先是“91．7”特大暴雨山洪，后是“98”长江全流域性

大洪水。新洲党政领导带领全区人民历尽艰危与洪水搏斗。灾后，痛定思痛，

决心重整江、河、湖四大防洪圈，让长期生活在洪水线下的数十万人民群众

能够安居乐业奔小康。在国家、省、市大力支持下，十几年来不停顿地整治

加固堤防、河道、涵闸、泵站，力求固若金汤。待到本志书修成出版之时，

全区大阶段划时代的治水目标也将达标了。

《新洲区水务志》正是以新时期“盛世水利’’为大旨，实事求是，打量历

史，烛明未来，以期星火相传，资治、存史、教化，是为序。

闩副叫
二oo五年仲冬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依据科学发展观，力求体现改革开放精神，反映时代特点和地方

特色。

二、本志取事，上承1986年，下限2005年。部分章节为反映事物发展的

连贯性，则适当上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体裁记述。专志立11章，按水资

源、水环境、防洪工程、排水工程、灌溉工程、防汛抗旱、水行政、水利工

程施工与管理改革、水务经济改革、水务机构沿革、水文化次序平列，章下

设节、目，少数目下设子目。概述、大事记不编章序。

四、本志以事立章，横分竖写。使用现代语体文，语言力求严谨、朴实、

简洁、流畅。

五、本志历史纪年、政区、机关、官职，按当时称谓为准。行文中的事

物称谓，一般使用全称，需使用简称的予以注明。凡行文中“县委”、 “区

委”、“市委”、“省委”等简称，均指当时当地相应的中共组织；“省厅”为湖

北省水利厅，“市局”为武汉市水务局(武汉市水利局)。

六、本志行文数字，表示数量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词汇、成语、

专门名称和表述性评议中的数字，用汉字；百分比用阿拉伯数字，几分之几

用汉字；阳历用阿拉伯数字，阴历用汉字。

七、本志计量单位名称，按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颁布的《关于在我国

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执行，行文中的计量单位一律用单位名称，

地面高程用吴淞高程。

八、本志不设人物传。对逝世人物列表人志，在世劳动模范设人物简介。

九、本志资料来源于新洲区水务局档案室、新洲区档案馆、报刊文献及

基层水管单位，行文均不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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