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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顾问委员会主任±太1王(右)、县委顾闻魏国思(E)
为日亩病引水工程竣工大会劳默

i《旨市委副苗圯范业本(左)、县委书妃I继涛(右)
为防病引水I程纪念碑揭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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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区群众原饮用』(井
(一九八三年前)

副县长于雅芬慰问吃上自来]J(臼勺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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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病引ZK工程管道工程

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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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题字：题词

封面题字：共青团水库志

(魏国忠，原中共农安县委副书记、县长，现任农安县委顾问)

题词：

一：一代青年对社会主义的贡献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日)

(毕可彬，原中共农安县委第二书记，现任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

室主任)

二：喝上宝泉水，人人笑开颜，住下不想走，走了会后悔。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王大任原，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现任吉林省顾问委员会主任)

三：三岗乡的青年们；不愧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李砥平，原为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

四：共青团水库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栗又文，原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



《共青团水库志》

主 修

主 笔

主 审

摄 影

校 核

胡永祥

丁太山

张海庚

孙国栋

付国忠

一。高奉明

储晋侨

刘 勤

刘治国

宋德芳

张海庚

刘诒国

高淑霞

崔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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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水库志》是一部农村广大青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自

力更生、兴修水利、造福人民的颂歌≯j=‘
’

全书共分六章，3．5万字。真实地记述了五十至八十年代三岗乡

的共青团员和青年，为了改变家乡面貌，造福人民，艰苦奋斗鼍兴修

水利的动人事迹。

共青团水库是农安县洼中高地区宝泉河上的一座拦洪工程。始建

于一九五八年初，是由共青团组织广大青年修建的防洪为主小型水库·

经过两次扩建为防洪、灌溉、供水等综合效益的申型水库。

， 《共青团水库志》是一部写得很好的水利工程专业志，在内容与

形式、观点与材料的处理上符合志书要求，体现了专业特点、地方特

点及时代特点。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文字简炼，朴实无华。志书的

编者，尊重历史，着眼现实，客观、公正地记述了水库工程始建粤扩

建过程的历史条件及其经验教训，突出了改革。由防洪灌溉发展为人、

畜防病供水，转变了水利单一为农业服务的传统观念，揭示了八十年代

的水利工作面向全社会，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客观规律。

这部志书还告诉人们：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水利息息相关，水

利创造了社会财富，又创造了社会生产力。兴修水利，整治国

土，改变生态，是一项十分艰苦的事业。志书强烈地反映了当代广

：大青年在水库施工和工程管理上坚持科学态度，按茸然规律和经济规

律办事，自觉地做大自然的主人，为治穷、致富、造福后人，甘愿流



汗的共产主义精神。

这部志书出刊，不仅有存史、教化的效应，更重要的是为当前水

利工作改革的现实服务。

希望共青团水库的全体职工，发扬革命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更新观念，锐意改革，加强经营管理，充分发挥工程的效益，

为梧蟹蔼翳“酒：化卵大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我以水利工作者的身份，怀故土之情，海势黻共青厨水库
静’出汗球韵共青团员和青年致敬!向关怀、支持水利志王静一、黄编写
j歃婪音菌泳蔗态》辛勤劳动，，做出贡献的同志们表示感谢!

孙国栋．
0 ’’|。 i?一

一九八六年元旦乎长春

(孙国栋，原长春市采剥局副蜀长，现任长春市水利局顾问，长
春市水利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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