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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容县水利志序
★ ：湖南省水幂叮志编纂办公室主任兼总编辑邓谷君

华容位居洞庭湖滨，古称水国， “唐宋问邑西寂无民居’，。

十一世纪中期的北宋至和年问开始筑堤，“仅可障官署，堤之外

皆弃之鱼鳖”。十四世纪后期的明洪武初开始筑境．但屡修屡

溃，历尽沧桑。荆江北岸穴口于十六世纪初中期全部堵闭后，罢

西因水沙南倾而迅速淤升填高，导致了全县筑境的进一步*起。

伴之而来的是洪涝灾害加剧，堤垸满目疮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以来，华容人民通过舍修并境和加高加固堤防，增加和改善排

涝、灌溉设施，从根本上改变了华容的水利格局，大大提高了堤

垸的防洪、排涝能力和农田的灌溉水平，全县呈现一片五业兴

旺，欣欣向荣的景象。可以认为，华容千多年来的建置进程，实

质上是和水进行世代不断斗争的历史，华容人民为此付出了极为

艰巨而辛勤的劳动。

华容历代纂修的县志，虽设有山水、水坊等篇。但大都门类

零散，记述简略，对水系河流的原委变迁，湖洲堤垸的升沉兴

度、水利建设的兴襄起伏，均缺乏全面、系统，详尽的反映·

80年代中，华容县水利水电局有鉴于此，根据中央和省水利部r了

的部署，组织人员纂修《华容县水利志》，经过几年的努力，即

将付梓出版。对华容而言，纂修水利专忠既属迫切需要，更为空

前创举。本志之成，不仅为本县保留了详尽的水利史实，记述了

全县人民长期与水进行斗争的艰苦历程和取得的伟大成就，还为

华客今后的水利建设提供了极为可贵的历史借鉴与现实依据。

姜修社会主叉的新型水利专志是一项思想性，科学性、资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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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都很强的开拓性工作，在无前例可循的情况下只能在实践中探

索。本志编纂人员对此作了很多努力，取得了极为可喜的成绩。

全志体例完备，资料丰富，观点正确，特点鲜明，彰明因果，反映

规律。而取材严谨，文风朴实，图文并茂，实用性强，有更为突

出的特色。尽管尚存在某些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仍不失为一

部可以传之久远的力作．

1 9 8 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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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舒厚寿

据史料记栽，华容筑堤困境迄今已有近千年历史。其间水早

交侵，兴度无常，人民为此奋斗不息，以求生存与发展。这种战

天牛地的水利业绩惜无专志裁录。明万历四十年(1612)和清光

绪八年(1882)《华容县志》，虽设志山患水篇章，但对华容人

民的治水活动，井无系统记述。人民改造自然，人民创造历史，

功德无量，、经验丰富，值得大书特书，也应该从中得到借鉴。为

此，响应中共华容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号召，在县志编纂委员会

的领导下。／4．1987年4月开始，蝙修《华容昙水利志》。蝙写人

员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艰苦努力、精益求精，不惜七八次易

稿，以求其信实，得体，有存史、资治、教育作用。初稿撰成之

后，经省，市领导和本系统专家，教授们审查，修改，之后又遗

请县志j嵋I委会顾问，安徽大学林衍经副教授审阅，最后经县志稿

安会审定批准刊行。

． 这部志书，正文9章，包括概遂、大事记，附录共12个部

分，约29万字。体侧完备，史料翔实，观点正确，语言简朴，全

面记述了华容水利的历史和现状，总结了水早灾害规律，也提示

了今后的研究课题，对华容未来水利事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借鉴

作用。但由于内容包罗甚广，而嫡者学识又有限，疏漏谬误之处

在所难免，器请同仁和j奏者教正。

1 9 8 9年3月



凡 例

一．本志取事上起1840年，下迄1988年。部分章节适当上

溯，大事记顺延至1989年。

二．本志以亨立章。除《序言》，《概述》，《大亨记》与

《附录》外，共分9章。设章、节，目，子目四个层次。《大事

记》以编年体与本末体结合，水利人物已故者立传，生存者以事

系人，受省级及以上单位表彰者列表。

‘三，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予县档案馆，县水利水电局档案室、

县志办、湖南省图书馆、湖南省档案馆、湖南省水利志办公室、
’

县统计局、县血防办，县公安局，湖南省水利水电厅档案室及有

关个人日记，当地调查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史料均取

自县档案馆、县水利水电局档案室，前期的重要史料皆载出处。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除民国纪年和公元年号一律用

阿拉伯数字外，余皆用汉字书写。原农历月日未予换算。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用全称。各个历史时期的机构，均沿用

原名称。县级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称县政府，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后称县人民政府，县人民委员会，县革命委员会。记

。 述中第一次写中国共产党组织名称时，用坌称，其后简称“中共
7

×X省委劳，搿中共X×地(市)委一， “中共X×县委’’，

1958"--1984年简称靠公社党委打、“大队党支部"，1984年后称

露乡(镇)党委"，“村党支部"。行政区域名称，沿用各历史

时期的正称，．必要时加注今名。

六，随文配以图、表。《附录》文存与科技成果、科技论文

均为摘录．《文献》选自旧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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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志地面海拔高程，采用吴淞高程系。各种数据，尊重

习惯，方便阅读，灵活采用汉字和阿拉伯数字。

八、全县集雨面积，水利部门历来用水利资源普查数字

(1642平方公里)，本志按县志编委统一规定使用1989年年底湖

南省国土局根据土地详查最后核数1612·57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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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华容地处湘北边缘，跨北纬29。IOt 18矿～29。487 27矿，东经

112。18731扩"-'113。01 732矿。东北与湖北省监利县隔扛相望，东南

接岳阳，西南邻南县，西北毗连湖北石首。南北长70公里，东

西宽68公里，总面积1612．57平方公里。境内以平原为主，黎有山

丘、岗地。平原区1028．66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6S．79％。靠江

维湖，以全长348公里(含华客河98公里)的大堤为屏障，抵御汛

期洪水。境内湖山交错。全县地势北高于南，西高于东，微向东

洞庭倾斜。东山山区为低山岗呤区，主峰雷打岩海拔382．9米，

高程在35米以上的山岗丘陵地达328．2l平方公里。桃花、天井两

山，一自北向西，一自东北向西南，盘亘交错，蜂峦重迭。谷沟

多里露V"形，具有兴修中，小型蓄水工程的条件。南山亦为低

岗丘陵区，主峰禹山海拔159．6米，在35米以上的低岗丘陵面

积有54平方公里。岗岭以珊瑚状向东，西南，东南参差延伸，坡

积层厚，垦殖潜力大，而缺少兴建中型蓄水工程的条件。但东，

西湖插处东西两麓，为县东南境水资源的主要调蔷场所。
。

华客气温，年平均16．7℃，1月最冷，7月最热。按1950年

●J 后资料统计，降水量年平均1205．8毫米，最多的1954年为2033．7

毫米，最少的1968年为750．9毫米，年内1月和12月雨量最少，为

76毫米。通常在4月15日前后进入雨季，7月9日前后结束，持

续SO天左右。雨季的年平均降水量为657．2毫米，占年降水量的

／55％。雨季中一般有5～6天大雨，2～3天暴雨，个别年有大
’

J暴雨，以6月的机遇为最多。但9月，也有大雨，暴雨的记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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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9月8～9日，不到30个小时，西南一带均降雨300毫米以

上，最多的新渊乡达439毫米，形成历史上少有的秋涝灾害。

华容地处洞庭湖平原，长江带绕东北，东洞庭湖襟掩东南，

藕池河自西北角入境，蜿蜒西陲，至县境东南入东洞庭湖。华容

河首受长江，尾入洞庭，从北向南亘贯中区。境内湖泊棋布，沟

渠纵横。总水面16．6万亩，可蓄水2．75亿立方米，为华容农业

生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但江湖过境水量与自然降水量，在

时空分布上变幅极大，而且同步，影响到供需的均衡，形成洪涝

旱灾。当3～4月，农业需水整浆稻田时，往往江湖低浅，雨量

又少，常见春旱，5～6月，扛湖泛涨，南北水顶托，又逢雨

季，常常洪情涝象相伴同来，7～g月，晚秋作物大量需水，常

遇高温，江湖水位下降，故常见秋早。一旦洪水超过了大堤的抵

御能力，旱情、涝象超越了内湖沟渠所能承受的调蓄负荷，’又形

成水旱灾害。舂旱、夏洪涝、秋旱，是华容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

制约因素，极大地干扰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华容平原区地下水较丰富，据水文地质资料记载：储存于第

四系全新统至中更新统砂砾石层中，为孔隙承压水，受降水及河

湖水补给，降水补给量1．4亿立方米／年，河湖水补给量2．45亿立

方米／年。可开发利用的水量2．44亿立方米／年，占孔隙储水量的

1．8％。丘山区多属花岗岩节理发育，含有浅层裂隙水，不耐干

旱，无开发利用价值。地下水质除硫化铁超过国家卫生标准外，

余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由于地表水受工农业生产的污染，有的

不仅不能饮用，且影响水产生产。所以地下水是生活用水的主要

资源，一般在吴淞高程15．5"-'18米间，打井即可获得。

华容四面受水，古称搿水国"，居民大多依山傍水，亦耕亦

渔。明嘉靖间，．华容士人陈仕元的《水利议》说。“闻之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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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闻，邑西寂无民屠一。北宋至和元年(1054)，知县黄照在县

城周围筑靠黄封堤"，用以屏障公署，一开创了华容筑堤防水的历

史。约当东晋南朝时期，县境西北因受沦水泥沙影响，出现大片

2ff}土，宋以江南之力抗中原之师， 矗塞南北诸古穴一，，华容开始

迈入大规模筑堤垦田时期。从此，华客人民就在外御洪水、内抗

旱涝的围堤垦殖中求生存，图发展。900多年来与水斗争，积累

了较丰富的治水经验。但受社会政治经济、地理环境及工程技术

水平等条件的制约，水利事业的发展是迂回曲折的，也是极为缓

慢的。
’

。

清末，华容有堤垸131个。至民国38年(1949)，经过并围

合修，存垸77个。民国37，38连续两萍溃决45垸。民国38年746

公里防洪大堤溃口62处，其中。66公里浪毁殆尽，121公里仅存一

半。世代饱经洪涝与战乱两大灾难的华客人民，迫切希望结束这

甍 种苦难历史l

1949年7月华容解放，华客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在中国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以空前的积极性大兴农田水利工

程，连续39年的奋战，从医治灾后创伤，恢复家园开始，走过了

一个又一个发展阶段。
一 一是50年代初，中期(1950,--,1956年)，为修复溃垸，关好

防洪大n，铺奠基础拘阶段。1949年冬，建政伊始，中共华容县委

和县人民政府就发出“全党动手，全民动员，关好防洪大门，恢复

生产，重建家园一的号召。从长沙招聘水利技术干部9人，配备

200多名农民技术员下各垸，搞测绘，作方案。县人民政府拨出

大米633万斤，用以工代赈的方式，组织灾民按图分段施工，废

除历来由包头、棚头招收饥民承包堤工的积弊。又从丁字湾、桥

头驿两地招进采石工人40多人，于层山、石佛山、塔市驿轮流开

采花岗岩，改换旧的砖瓦木剜。1950年冬，县人民政府又设立水

利科，结束了由富豪官绅勾结把持堤务的历史，各垸建立了以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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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农为骨干的堤务委员会，开创了人民自己管理堤务的新时期。

‘丘山区相应地成立了塘坝委员会。这一阶段，主要是抓了以下工

程。通过堵河合修，缩减防洪大堤108公里，完成大堤±方2149

万立方米，造防浪林1090万株，废除砖瓦木副803处，合理布局

改建石质涵闸11座，消灭大堤兽穴，坟墓、古庙、废窑、暗剧等

隐患共2092处，砍缩碍洪矶制533处，护块石6．49万立方米，丘

山区新建，整修塘坝1472口，打开了发展华容水利事业的新局

面。同时，还组织6千多人参加荆江分洪工程和出动3万多人支

援了修复洞庭湖堤垸工程。水利建设促进了农业丰收。1955年全

县粮食总产跨过3．878亿斤关，成为华容农业发展道路上第一块

里程碑。

二是50年代后期(1957一,1959)，为甩掉旧包袱，阔步前进

阶段。这一时期的工程是；继续提高大堤抗洪能力，加高培厚大

堤，共完成土方1064万立方米，险段护块石3．55万立方米，造防

浪林201万株。在治理内涝方面，开挖南山渠道，横断危家呤、

油榨岭两条山岭，沟通4个内湖，改变排水方向，延长自流外排

时间1月以上。并修筑了东湖溃堤48．8公里。全县共开挖排水干

渠80多公里，建渠系闸368处，兴建了南岳庙2 X 375马力的蒸汽

机埠，增强了抗涝能力。丘山区拦谷堵坝，兴建水库16座，减轻了

部分地区旱灾的威胁。1958年10月开始围垦钱粮湖，两年建成江

南第一大农场——钱粮湖农场(今划农垦系统)。同时，堵塞词

弦口，变华容河为排灌内港，开挖华洪运河，刘家铺河，疏通了

因围垦而堵塞的藕池河东支入东洞庭湖的去路。这一阶段，华容

的水利建设项目之多、工程量之大是惊人的。但因急于求成，

忽视当前生产与长远建设的辩证关系，顾此失彼，造成失误。

围垦工程的高峰期曾投入8万劳力，影响当年生产投工，导致连

续两年农业减产，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

三是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1960"．'1976)，为制订长远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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