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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在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全处水利工作者和各族人民

群众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坚持不懈地开展规模空前的水利建设，坚

持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坚持防汛抗旱并举，科学管水，全面

主动抗旱，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确保河流、城镇和交

通干线的的防洪安全，确保城乡生活用水安全，努力满足生产、生态

用水需求，最大限度减轻水旱灾害损失。创造了阿克苏河流域灌区

有史以来最为辉煌的水利建设业绩，为阿克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

阿克苏水土资源自然分布的特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

建设成就表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是基础，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是根

本，而这一切都必须以水利保障为前提。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工

业强阿"战略的实施，阿克苏的经济必将快速增长，人口增加，社会发 ^

展，生态环境改善都需要水，可以说，没有水，就没有各族人民的生存、(／

t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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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没有水，就没有生态与环境的改善，也就没有经济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因此，阿克苏河流域灌区水利建设任重道远。我们要以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始

终坚持“以灌溉管理为中心，以节水为目的，为灌区做好优良的水资

源管理调配服务，促进流域各灌区的农业增产丰收和农村经济发展”

的指导思想，发扬“献身、负责、求实”的水利精神，围绕阿克苏地区优

势资源转换战略，不断深化改革，优化水资源配置，以水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支撑阿克苏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o
． 《阿克苏河流域志》较全面翔实地记述了阿克苏河流域的自然环

境与社会环境以及1956年阿克苏河流域管理处成立后阿克苏河流

域管理的历史与现状，为人们认识与全面了解阿克苏流域灌区、知水

治水、防灾减灾、科研教育，为各级领导科学决策提供了极有价值的

文献资料，是向广大职工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民族团结教育的

好教材o《阿克苏河流域志》是一部信息的汇集、投资的指南，我们热

切地期待着国内外各路英才，通过这个信息桥梁，积极参与和帮助阿

克苏河流域灌区各项事业的发展o

《阿克苏河流域志》观点正确，体例完备，特点鲜明，内容丰富，资

料翔实全面，文风端正。它的问世，既服务当今，又存史后代，使前有

所稽，后有所鉴，必将成为人们常用和必备的工具书，在阿克苏的开

发建设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此，我代表阿克苏河流域管理处向所有为本志编纂、出版作出

贡献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作者系阿克苏河流域管理处处长)



凡 例

凡 例

一、指导思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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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

政策为准绳，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全面地记载阿克苏河流域管理的

历史和现状。 二

二、记述时限
。

坚持贯通古今，详略得当的原则。所记流域管理工作史实适当

记溯渊源，上限不等，下限至2005年底o

三、框架体例 ”～。

本志以卷、章、节、目为基本框架，以记、述、志、表、传、图为主要

体裁。书首置序，书末置后记。根据流域管理实际情况，除概述、大

事记外，设6卷30章109节215目。横分门类，综述历史o
’

四、人物入志
”

一- 一～

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入传传主均以阿克苏河流域管理处历史

上有较大影响的人物。在世人物采用以事系人的方法记述；先进模

范个人、集体，处级领导和党群、科室、中心站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

在职人员、离退休人员及逝世职工等，记入人物名表。 ‘，。

五、标点符号 ‘。

本志标点符号用法以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年12月13日批准，

1996年6月1日起实施的《标点符号用法》为准。

六、名称记法

本志一律以第三人称书写。维吾尔族人名力求全称，在己名和

父名中间加“·”间隔。历史人物姓名、官职称谓、地名均以当时习惯

称呼，必要处括号注今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地名采用《阿克

苏地区地名图志》确定的标准名称。单位、科室、中心站名称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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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用全称，再次出现时用简称。

七、时间记法

公元世纪、年代、年、月、日等时间的记述，一律按1996年6月1

日实施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第五条为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采取以朝代年号纪年(包括中华民国纪年)括注相应的公元

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八、数字用法

一律按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年12月13日批准，1996年6月1

日起实施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为准。
九、计量单位

一律采用国家法定的计量单位。历史上使用过的旧计量单位，

在记述时照实记录。

十、注释．

对重要的引文和需要说明的专用名词、特定事物，采取括注或页

末注(脚注)o引文与原文一致，若原文有错，则在错字之后括注正

字o

十一、表格

表格标题具有地域(单位)、时间、事项三要素。表格标题居中排

列，其右侧标明表格所用的计量单位，左侧标明表格的序号；表格序

号“一"前数为所在卷号，“一"后数为所在卷内的序号。

十二、资料来源

资料主要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各级档案部门的

各类档案和流域境内各县市、地直有关单位提供的原始资料，以及国

内出版发行的书刊资料，辅以口碑和实物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的各种资料数据以阿克苏地区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准，统计局

没有的，则采用相关部门和本处科室提供的并经核准审定的资料数

据。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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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苏河流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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