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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术林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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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门子村整修的石梯田

群众投工治理荒山

治理后的牛圈子小流域



水土保持拦沙试验

水利工程队在下河西桥工地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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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隆县水利志研讨会现场

水利志编委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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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命之源，经济发展之基础。历史上诸多经济繁荣阶段，大

都得之水利。《韩诗外传》卷二载，春秋时期楚相孙叔敖治水，“三

年而楚霸"；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开九州，通九道，．陂

九泽，度九山”(《史记·夏本记》)，历来传为美谈；战国时期魏国

西门豹任邺县县令，破“河伯娶妇”：组织盲姓开凿沟渠，政绩斐然，

“名闻天下，泽流后世”(汉褚少孙续补《史记滑稽列传》)；为了‘纪

念李冰父子修建举世闻名的都江堰，唐代修了“二王庙”。如今，这

座恢宏的庙宇内，还镌刻着“溧淘滩低作堰”六个大字。古往今来，

水利事业倍受史家之重视。1934年，毛泽东同志在《我们的经济政

策》一文中，就曾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

明史，可以说是除害兴利的水文化史。 ，·

今天，随着城乡改革的深入，水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与日俱

增。为加快我县水利建设的步伐，泽被后世，沾溉子孙，《兴隆县水

利志》问世了。鉴往知来，科学地总结经验，可以使人提高认识，增

长智慧，避免重犯历史上的错误，对科学决策是十分必要的。

《兴隆县水利志》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我县水利史上所发生的

重大事件，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建国40年来全县人民在中共兴隆县

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治理水患、兴修水利、发展生产，、造福人民
·1。



所仕串妁艰苦努力。一在此孽咆碲挚开吞辟搏的考●辈领导者和嘞券
隆水利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表示崇高的敬意。’他们的革命精神●炭

，：’ 一

会激励君八开拓前进。

“任重而道远”，90年代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水利

是基础产业，呼唤我们跃马扬鞭大展宏图。号召全县人民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遵循科学规律、量力适度、浑，入持久地开展农田水利基

本建设运动；科技兴水，节水灌溉；管建并重，讲究效益，加强管

理，征收水费，滚动使用，永续受益，把兴隆建设得更兴隆。

《兴隆县水利志》是我县历史上第一部反映水利建设的志书。在

人员极少的情况下，从组建专班到终审定稿，仅用了三年时间，这

样的高效率，无疑渗透着修志者的心血，定会受到后人之敬意。作

为年轻一代水利工作者仅作数语，略申所怀，并就正于热心水利事

业的志士同仁，是为序。

兴隆县主管农业副县长：王汉东
。

1 991年1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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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在人类发展史中占有极为显著的地位。兴修水利7，与水旱

灾害作斗争，历来是治国安邦的重要措施。I数千年来，我国各族劳

动人民为征服自然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我国极其丰富的史籍

中，记载着水利事业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尚书》中就有《禹

贡》专记大禹治水的业绩；司马迁所著《河渠书》及东汉班固所著

《沟洫志》成为诸多水利专篇之名作。正是由于我们的祖先很早对水

就有了足够认识，才在开发水利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屹立于祖国

。大地的无数水利丰碑，记录了我们历代前辈勇于开拓的艰辛业绩，并

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和灿烂文化的一部分。

兴隆县水利建设发展的历史，如同我们伟大祖国一样，走过艰
^。一一———一

，’

难曲折的道路。40年来，勤劳的兴隆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

团结治水，共施韬略，英勇奋斗，与水旱灾害进行了长期而艰巨的

斗争，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截至1990年，全县共整修和新建防洪河坝208公里；建成中、

小型水库30座，总库容2420万立方米；建成万亩灌区1处；扬水

点909处；配套机电井1 267眼；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1 68．4平方公

里。通过以上设施，全县水旱灾害得到了初步控制，境内主要河道

初步形成了综合防御体系。全县的灌溉面积从建国初的‘0．1．6万亩

增加到8．8万亩；’粮食产量从1949年的】．02万吨增加到6．97万

吨。在大力兴修水利中，勘测、规划、设计、施工、管理、技术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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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培养和造就了一支具有一定水平的水利队伍。

水利建设为全县40年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作为水利建设的实践者，常常为探求自然发展规律而苦苦思索。

躬逢盛世，我有幸亲身领导和参与了兴隆县第一部水利志的编纂工

作。值得欣慰的是，在修志的蜀道上，编者不畏艰难，奋力攀登，并1

以科学、的态度、翔实的材料、严谨直书的文笔、全面而真实地记述

了全县40年来水利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总结了许多十分有益的经验

教训，并对兴隆水利事业的发展规律进行j有价值的研究、探讨。这

个规律就是：坚持以水土保持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兴隆的水利

事业和农业生产就发展；放弃和忽视了这个中，心，水利事业就必然

会遭受挫折。这是兴隆治水前辈留给我们宝贵的物质财富，也是这

部志书留给后代子孙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将鼓舞后久继承先辈艰苦

创业的优良传统，不断开拓兴隆水利事业的美好未来。

从1989年1月开始，历时‘3年，编者以顽强的意志辛勤耕耘，

高效率地完成了这部兴隆水利专志。在此期间，编写工作得到了县、

内有关领导、部门及许多水利工作者的大力支持，国内有关水利专

家、教授给予了悉心指导。这是一部集多方智慧的集体创作，不仅

对水利专业人员有参考价值，同时也将有助于社会各界对水利的了

解。在此谨向一切参加并关，心帮助修志工作的同志致以敬意。

杂乱其辞，添列序言，希望读者不嫌其小。我相信，兴隆县水

利志经过不断完善和修订，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定会发挥更

大的作用。 ～

兴隆县水利局局长：孟庆祥

1991年12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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