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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命脉，故历代明君贤臣及有识

之士，无不把兴水作为治国安邦的大事。大禹因治水有功而受舜

禅，其业绩传颂历代而不衰，甚至被神化。而卢氏乃大禹治水重

点区域之一，古<尚书·禹贡>云：“导洛自熊耳，东北会于涧

湟。”导洛处的悬崖上，有一剑刻古“雒”字，相传为大禹所刻，

遗迹犹存。之后，历代卢令治水，代不乏人；明万历年间县令黎

道美赴任三月，洪水入城溺死80人，黎令除安慰抚恤外，捐俸

散粟，率众筑堤五百余丈；清代县令陈思震发现神庙侵占河道，

说服士庶，拆神垣，扩宽水路，减少水害；还有河陕汝道兼驿传

水利道冯光奎散赈捐俸筑堤护城，均载入志书而美名流传。但因

受封建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的限制，水旱灾害依旧，水资源利用

仅有船运和水打磨而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县人民在党和政府关怀支持下，

改土造田，绿化荒山，筑堤护村、保地。开渠建站，兴建了大批

水利工程，在抗御水旱灾害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殚精竭力，．开

发水资源，大力发展小水电站，使卢氏成为河南省惟一经过验收

的农村水电初级电气化县，并于1996年6月，实现了全县村村

通电．而今实现了户户通电，这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伟大壮举。在

改变卢氏县基础设施建设中，各行各业及全县水利工作者发扬了

坚韧不拔、不怕牺牲的精神，他们的功绩将永远受到人们的钦

佩。
‘

在深化改革，振兴经济，开发水利盛世之年，水电局组织人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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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卢氏县水利志

员。编写了这部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的《卢氏县水利志》。编辑

人员辛勤不辍，精心雕琢，数易其稿，诸多领导、专家和同志们

的鼎力相助，使之顺利成书。它的问世，为各级领导制定卢氏县

水利建设规划提供了借鉴和依据，而且对实现工业、农业、科学

技术现代化，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必将发挥存

史、资治、教化的作用j
’

在《卢氏县水利志》出版之际，聊作序文，以此致贺，并向

诸位编辑和襄助志书合成的同志致意。

．{

卢氏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战方
； 200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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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在这烟波浩渺的

历史长河中，志书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对记载历史传播文化有她

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古往今来，各种志书枚不胜举。盛世修

志，传统始然。改革开放，百废俱兴，祖国面貌日新月异。值此

空前盛世，<卢氏县水利志>应运而生。

新中国成立50年来，卢氏县几代水电人在县委、县政府的

领导下，在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关怀、支持下。为改变卢氏山区

的基础设施条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们不计名利、元私奉

献、治水办电，任劳任怨，一生奋斗，呕心沥血，无愧于时代的

重托，无愧于人民的期望，树立了卢氏水电人的光辉形象。县

委、县政府倡导的“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的水电精神，就是对

卢氏水电人的最高奖励。我到水电局工作时间不长。但作为在卢

‘氏成长的干部，对卢氏水电人始终怀着一种敬佩之情。水利是农

业的命脉，是国民经济的命脉。随着社会发展。它的重要地位越

来越突出。我相信，我们这一代水电人更不会有负时代的重托和

人民的期望，定会加倍努力，把卢氏的水电事业发扬广大，为民

造福。

《卢氏县水利志>是一部专业志书，是对新中国50年来卢氏

水电事业的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它记述了我县几代水电人治水

办电的历史功绩，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与经验，真实地记载

了这一段历史。我坚信，本书的出版，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

水电战线干部职工了解水电发展的历史，继承和发扬水电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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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卢氏县水利志

承前启后，再铸辉煌，必将起到激励作用。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承蒙县志总编辑室总编辑李啸东、编辑

郭永祥、莫风芹等同志，市水利局主管史志的张长根、范天平二

位老同志及水电局离退休诸位老同志不辞辛劳，为本书编写倾注

了大量心血，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了颇有价值的资料，在此一并

致谢。
‘

卢氏县水利电力局局长常金科

200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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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二、《卢氏县水利志>是记述卢氏县水利电力事业的专业志。

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现代科

学理论和方法，实事求是，全面真实地反映全县治水办电历史与

发展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有机的统一。

二、本志以“详今明古”，突出当代，简述历史，上自有文

字记载的古代，下限至2000年。

三、依据水利专业性质，全志将概述大事记列予书首，分设

篇、章、节和附录，按横排纵写方式记述。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

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以编年体为主。

四、以志为主，述、记、志、传、录及图、表、照片相结

合。分章、节、目三个层次。文体运用现代语体文，据事直书，

不加评议，以文为主，图文并茂。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用旧年号加注公元纪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

六、历史上用的计量单位，照实记录，确有换算价值的加注

说明。新中国成立后的计量单位和数字用法，按照国家现行规定

执行．地亩计量单位以习惯称。地面高程采用黄海系高程。

七、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限予获得县政府以上证书或称号

者。

八、历史上的行政区划及地域名称，均照录当时名称，并加

注今名。单位名称第一次出现时记全称，以后记简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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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卢氏县位于河南省西部边陲，居北纬33。33’至34。23’，东经

110。35’至111。22’之间。北邻灵宝，东连洛宁、栾川，南接西

峡；西与陕西省的洛南、丹凤、商南三县接壤。东西宽约72公

里。南北长92公里，总面积3665．2平方公里。辖城关、城郊、

范里、文峪、横涧、磨沟口、五里川、双槐树、汤河、朱阳关、

瓦窑沟、狮子坪、官坡、徐家湾、潘河、木桐、沙河、杜关、官

道口19个乡(镇)、‘353个行政村。截至2000年底，全县共有

耕地39．9万亩，其中有效灌溉面积7．27万亩，旱涝保收田

5．23万亩；总人口36．56万，其中农业人口32．65万。

卢氏县地处黄河、长江分水岭地带，全县地貌大致是g熊

耳、崤山南北对峙，洛水蜿蜒贯穿中间，峰峦叠起千重翠，六山

三水一分田。属深山区的14个乡(镇)，山地面积2382平方公

里，约占全县总面积的65％，海拔在600～2050米之间，层峦

叠嶂，林木翠茂；浅山丘陵区1150平方公里，约占全县总面积

的30％，海拔在500～1800米之间，多系红粘土，盛产五谷杂

粮；其余为洛河两岸的河谷盆地，其面积百余平方公里，约占全

县总面积的5％，这里土壤肥沃，多可灌溉。境内最高点玉皇尖

海拔2057．9米。最低处洛河水面海拔520米。秦岭白西向东延

伸，至卢氏县境分为三条支脉，．呈扇状展开。北为崤山，西起卢

灵交界处，蜿蜒于洛河北岸，东入洛宁、陕县，主要山峰有冠云

山、塔子山等，山势起伏，地形复杂，多为灌丛草坡；中为熊耳

山，其主脊盘折于洛河南岸；为黄河、长江流域的分水岭，主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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