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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市地处河西走廊东部，武威绿洲的中心，历来是甘肃主要的

产粮区，被人们誉为“凉州不凉米粮川’’之地。但由于干旱，农业非

灌不殖，非灌不收，水利一直是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历史上自汉代

设郡置县以来的数千年历史演进过程中，历代地方政权的兴衰存亡，

社会的安定与否，无不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在漫长的岁月

里，广大人民群众，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生产，曾与水害进行了长期

的卓绝奋斗o ．
。

建国后，全市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持不懈地开展了大规

模的水利建设，以治水改土、抗旱增产为中心，坚持蓄、引、提并举，

井、渠、田、林、路综合治理并重，先后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建闸修

库、开渠筑坝、筑堤防洪、打井提灌及田间配套等水利建设，同时建

管并重，采取各种措施加强水利管理。经过四十年的艰苦努力，武威

市已初步实现了水利化、田园化的农业灌溉体系，使水利条件和自然

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促进了农业的稳产高产，为全市国民经济的

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谱写了一部壮丽的“水利兴邦"史。

4‘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对水利的利用将越

来越多，：水资源不足，将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对这个问．+

题的解决，无论在开源、节流或调配上，都是水利工作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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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已建工程的老化，使用年限的降低和功能逐渐削弱，对水利工程

进行整修、处理、改建、更新，将是近期水利工作必须解决的重大项

目，针对水利工程配套不完善，特别是田间工程配套差，水资源有效

利用率低的状况，坚持不懈开展以田间渠系配套为重点的农田水利

基本建设，加大力度实施以节水增粮为重点的科技兴水发展战略，将

是今后一个时期水利工作的重点任务。此外，加快水利改革，建立适

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水利运行新机制，也将是我们面临的新

， 挑战。所以说水利事业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鉴史创新，更具未来。正是为了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武威市水利局组织人员编修了《武威市水利志》。这部志

书洋洋四十余万言，以其正确的观点，广博的资料，丰富翔实的内容，

客观的记载了武威水利发展的自然社会条件，历史过程和现状，反映

了勤劳勇敢的武威人民在治水斗争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它

的杀青付梓，足起“存史、资治、教化’’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将为我们认识市情，掌握市情，进一步发展水利事业提供历史借鉴和

现实依据：
‘

借此机会，对《武威市水利志》的出版表示热烈祝贺，同时对参

与编修的同志们辛勤劳动表示衷心感谢，顺致崇高敬意!
。

祝愿《武威市水利志》为武威水利发展、经济腾飞，发挥其应有

的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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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锦文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八日

注；王锦文，中共武威市委副书记。曾任武威市水利局党委书记、局长，中共武威市委

常委、组织部长：一t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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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古称凉州。南依巍巍祁连雪山，北靠茫茫腾格里大漠，中

有广阔的绿野平川，是古丝绸之路上r片美丽的绿洲。这里曾是“地

广人稀，。水草宜畜牧"的广阔牧场；这里曾是“兵食恒足，战守多

利刀的边塞要地；这里曾是“市廛人语殊方杂"的商埠都会；这里也

曾是“人烟扑地桑柘稠”的富饶之区⋯⋯，就是这·片神奇的土地，

孕育了“银武威”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然而，一部古凉州的文明史，

就是一部水利发展的历史：-_，．， 。．

： 二。“
?‘，

武威之有水利；由来已久。早在2000多年前，月氏、：匈奴等古

老民族就先后在这里“逐水草而居"。汉武帝辟河西四郡后，移民屯

垦，开渠灌溉。唐朝开国后，也曾在这里浚河修渠，大兴水利，致有

“凉州不凉米粮川"的美誉。后几经番族割据，一水利失治，但仍“以

诸河为溉"，“故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到明清两代，武威农田

水利灌溉系统已初具规模，“武邑六渠，有利无患”，各渠“全仗南山

积雪，分渠引导灌田转磨，处处获利”，二一度被称为嗡塞北江南"。到

近代，由于天灾兵祸，一生态恶化，水源衰竭，境内泉源湖泊逐渐萎缩，

致使北部沿沙线上，肆虐的风沙吞噬着富饶的绿洲沃野。，

为政必先治水，养民莫大于水利。水利兴则粮仓盈，水利兴则百

业旺，水利兴则国强民富。新中国成立以来，勤劳勇敢的武威人民在

7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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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总结前人治水经验，按照“南护水源、北治风沙、

中保绿洲修的战略方向，以治水改土抗旱增产为中心，．蓄、引、提并

举，井、渠、田、林、路综合治理一，先后开展了建闸修库、开渠筑坝、

筑堤防洪、打井提灌及田间配套等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现已初步

形成了“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水利化、田园化农业灌溉

体系，完善了城镇供水系统，贯通了山水灌区农村人畜饮水管道，为

全市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发挥了基础产业的重要作用。．：，。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纵观历史，3人类文明无一不是傍河而生，依

水而存。如果说黄河哺育了中华文明，那么祁连雪水也就造就了古凉

州的辉煌历史：武威市年平均降水量16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20

毫米，农业全赖灌溉，而灌溉之水无不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祁连山，境

内黄羊、杂木、金塔、西营四条内陆河流无一不发源于祁连山冷龙岭。

对武威这片绿洲来说，水利是整个绿洲生存的命脉。自古以来，武威

既沐浴着祁连山冰雪水的滋养，也经受着北部风沙的威胁。有水即为

绿洲沃野，无水则成荒漠沙碛。然而由于生态恶化，现实无情地警示

人们：祁连山水源地雪线在上升，河源来水量在减少，平原区泉源已

干涸，地下水位也在下降，干旱缺水已成为制约武威经济发展的重要

因素。r二． j，‘+。t|， ．

’ 。’ ·i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也是工业的命脉，城市的命脉，国民经济的

命脉，更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水，虽为天赐之物，

地藏之源，但水，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日益加重的缺水危机，

不得不使人们惊醒：科学地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r走节水之

路，已是关系到武威这片绿洲生存的头等大事。面向未来，走可持续

发展道路，是实现经济腾飞的必然选择，而武威经济和社会能否实现

—’’'
{

溜
蔼

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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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能否再造辉煌，从根本上说将直接取决于水资源的可持，

． 续利用。未来取决于我们对现实地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更取决于我
‘

． 们今后每一步的行动。 。， 。．

‘

《武威市水利志》的付梓出版，是武威市水利史上的大事。本志

上系史籍记载，下贯近期实况，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摭集了武威人

民有史以来兴水利、避水害的经验与成果，展示了历代治水兴邦的成

败得失，集纳梳理了武威水情变化的信息资料，系统总结了武威市水

利事业的发展规律。t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它的问世，不仅为武威水利

图治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也为后世留下了一部“前有所稽，

后有所鉴”的历史资料，．足起“存史、资治、．教化"作用。本志融学

术性、资料性、可读性于一炉，编排缜密，资料翔实，文表并茂，堪

为一读。以史为鉴，彰往昭来，我相信，广大水利工作者必将和武威

人民一道，抱着“治理一方山水，造福一方人民”的信念，为《武威
’ 市水利志》的续篇，再写辉煌的篇章。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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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周进学，现任武威市水利局党委书记、局长，武威市水利局水利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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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古"，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志、记、述、图、表、录、照片等多种

；体裁，全面客观的反映了武威水利事业发展的全貌和武威人民与水

旱灾害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历史，具有鲜明的专业特点、地域特点和

时代特点，是一部可资证信的水利资料全书。 ，．

．

编修水利志对我们来说，既是一项浩繁的水利文化工程，也是一

项从未接触过的全新工作。尽管《武威市水利志》在编纂过程中，编

写人员从多方搜集资料，’精心拟定篇日，’三易志稿，最后成书。但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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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编辑人员水平和经验，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望修志同行和

读者批评指正。 ．

t
．

在志书编纂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省水利志编辑部、地区水利处水

利志编委会、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等单位及刘鹏生、赵维洪、徐元

倬、李一鸣、李育才、杨长青、张长生等同志的具体指导和大力帮助，

此外，在搜集资料工作中，我们还得到了省水电勘测设计院资料室、

地区档案局、市档案馆等单位及老水利工作者、知情人士的大力帮

助，对完成编写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此，谨向以上单位、个人

及所有关心、支持修志工作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k
。

。

鲁仁林

，，、 。1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

‘

●

√

，
．

‘

．

’
一

，
、

．

一、
．‘

‘

注；鲁仁林，武威市水利局副局长，武威市水利局水利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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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市水利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编纂，力求思

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的水利专业志。。 。。

．一、本志卷首为概述和水利大事记，正文共设8篇26章84节，

按篇、章、节、目四个层次编排，第一篇为自然与社会状况，第二篇

为河流水系及水资源，第三篇为水旱灾害及抗旱防汛，第四篇为灌区

与农田灌溉，第五篇为水利工程，第六篇为水利管理，第七篇为教育

科技，第八篇为水政人文，卷尾设附录和修志始末。

． 二、本志除卷首概述和大事记、卷尾附录和编志始末外，主体部

分采用横排门类，纵述事实的结构形式，用语体文记述，图、表、．录、

照片等多体裁反映，力求全面真实地记载武威市水利事业发展的历

史和现状。-
、

三、本志上限自汉朝起，下限止1989年，部分章节有延伸，本

着“详今略古，求实存真"的原则，重点放在记载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水利事业发展上。
’

。’-

四、本志纪年，1949年10月1日前，采用历史习惯纪年法，在

括号内注明公元年号；1949年10月1日后，二律采用公元纪年法。

：： 五、本志各章、节中，第一次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或成立

后时用全称，以后用简称，建国前或建国后，或解放前、解放后。

～．六、本志中凡简称党，均指中国共产党，简称政府，均指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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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其它则一律特别写明全称。

七、本志在行文、标点符号、数字、计量单位等的书写和用法上

均按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要求执行。
⋯

，

一 八、本志资料来源，均出自史籍、旧志书，省、地、市档案馆的

档案和市水利局档案室的档案，此外，还有从民间征集来的碑记，水．

老笔记，水利执照及实物资料等。。·’‘_‘“‘
‘j *。 +’

’九、本志凡涉及的重要数据，均采用武威市人民政府统计局和武

威市水利局的统计资料。。 。卜：+、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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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志为保存历史水利文献，特设有附录，对历史上发生过的

水利重大事件而遗留下来的一些重要水利文献，进行了辑录，以正历

史的本来面目，在辑录过程中，只对原件进行了标点、分段，对繁体

字进行了简化字处理’．其它则一律遵原文。。 ‘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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