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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部长扬振怀题词(1991年



水利部副部长王守强题词f 1 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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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涂瑞南题词(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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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命之源，水乃万物之本。从古至今，人与水结下不解之缘，人类因水方可生存、繁

衍。泉州因水而得名，得益于水，物华天宝，地灵人杰，经济社会迅猛发展；亦受制于水，时遇

干旱，常遭洪流，水资源十分紧缺。因此，水已经成为泉州市的第一战略资源。

上世纪50年代末，为减轻晋江下游频繁的干旱洪涝灾害，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山美水库的

建设被提到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工程始建于1958年激情燃烧的岁月，期间，历经“两下三上”

的曲折过程。在工程建设长达1 4年的时间里，23800多名建设者冒严寒、顶烈日，开山劈石、运土

筑坝、挖洞引渠、修建厂房，以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用毅力和智慧、辛勤和汗水，建成

晋江流域唯一一座大型控制性水库，实现了“提晋水，灌东南”的美好夙愿。

ff，美水库建成投产35年来，始终以支撑和保障泉州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不断弘扬“团结、

求实、创新、奉献”的山美精神，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积极发挥防

洪、供水、灌溉、发电、生态等五大功能作用，在防汛抗早、供水发电、经营管理等方面取得令

人瞩目的成绩。35年，共拦蓄洪水367 1亿立方米，错峰排洪57 5亿立方米，调蓄水量411亿立方

米，有效保证了下游65万亩农田和400万人民群众的用水需求；水电站累计发电37．42亿千瓦时，

创产值6 1l亿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十分显著，为泉卅【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被誉为

“泉卅1人民的生命库”和“泉州的生态调节器”。

山美水库是水利部授予的国家一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和泉州市的文明单位。经过几代山美水

利人的不懈努力，基本实现了信息管理现代化、经营管理科学化、安全管理规范化、日常管理精

细化，库区生活区环境和职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精神文明建设取得可喜成绩，各项工作走在行

业前列。

k懿，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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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山美水库在动工建设达50多

年的今天，肩动了《山美水库志》修志_[

作，功在当代，惠及后世。忐书真实记载水

库建设发展的历史轨迹，回顾老。辈建设者

艰苦创业的动人场面．展现新一代管理者开

拓进取的敬业精神。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真诚期望广大水库管理者充分发挥好“生命

库”的作用，推进现代水利的可持续发展，

为“海西”建设冉立新功!

志书付梓之际，特作此序，以表祝贺。

福建省水利厅厅长：

201(}年1n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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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适值水库动工建设50周年之际，管理处启动了《山美水库志》编修工作，经全体

编委和编纂人员近三年的共同努力， 《山美水库志》即将付梓面世，这是山美水库文化建设的一

件喜事、盛事。该志书全面翔实地记述了水库枢纽工程规划、设计、施工、保坝加固、扩机扩蓄

和经营管理等情况，展示了水库自开工建设和建成投运50多年来的光辉历程。不仅稽前鉴后．彰

往昭来，又可为水库管理者提供学习借鉴的平台，是一部治水、管水的珍贵宝典，是一本资治当

今、垂范后人的重要水利专著。

山美水库是泉州水利建设史上的一座丰碑。她是闽东南地区库容最大的水库，0．55亿立方米

的库容是泉州名副其实的“大水缸”。她的建成彻底改变了晋江下游地区“三天没雨，火烧埔；

一场大雨，水成涝”的历史，从此，泉州人民不再受早涝之苦。75 5米高的大坝，筑起一道生命

的屏障；23平方千米的库面，犹如一条腾飞的青龙在崇山峻岭中蜿蜒盘旋：1023平方千米的集雨

面积，汇聚的清流年均达12 1亿立方米。她还承担着保障下游300多万人防汛安全和400多万人供

水安全的重任，被誉为“泉州人民的生命库”和“泉州的生态调节器”。

山美水库是几代水利人艰苦奋斗的一部史诗。她的建设因国家经济困难等原因．经历了“三

上两下”，前后长达14年：她的建设牵动着各级领导的心，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将军上书中央，李

先念、谭震林两位副总理亲自批示，周恩来总理同意复建；她是泉州、晋江、惠安、南安四个基

干民兵[虱23800多人，冒严寒、顶酷暑，一铲一锹，肩挑手扛．用辛勤汗水和满腔热血铸造起来的

水利枢纽工程，是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可以说，正是有了中央和省、市领导的高瞻远瞩，

有了建设者的无私奉献，才成就了山美水库的丰功伟业，谱写出一部泉州水利人的创业史、奋斗

史和奉献史。

山美水库是水利行业科学管理的一面旗帜。30多年来，在泉州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

在市水利局的正确领导下，管理处领导班子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单位基本实现了信息现代化、

经营科学化、安全管理规范化、日常管理精细化，水库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成绩斐然，先后荣获

“部一级管理单位”、“国家二=级企业”、“国家一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全国水利建设与

管理先进集体”、“全国模范职工之家”、“市级文明单位”等荣誉称号。

忆峥嵘岁月稠．看今朝事业兴。新一代山美水利人将承接过前辈的宏图伟业，担负起历史的

重大责任，激发昂扬向匕的工作热情．弘扬“团结、创新、求实、奉献”的精神，认真按照市

委、市政府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加强水资源的管理和保护，努力

做好防洪保安、供水保障和安全发供电等工作，充分发挥水库的功能作用，为泉州市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和建设海西现代化工贸港口城市提供水资源支撑与保障。

此书在编写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各级领导及学者、专家的关怀、支持和帮助，在此致以诚挚

的酣意。

泉卅l市山美水库管理惩笙任

2()10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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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坚持辩证难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尊重历史、实事

求是为原则，客观真实地记述山美水库建设管理的发展历程，内容力求翔

实准确。言必有据。

二、本志严格按照库志的写作方法，采取以类系事，横排竖写的方

法．纵横兼顾．以时为序，要求记事完整。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

体相结合的体裁。

三、本志记述时间上限1 957年。部分内容略有上溯；下限2007年1 2

月。部分内容略有延伸。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志为全书主体。全书

除概述、大事记殛目录外．正文共17章，随文配脱图、表、照片。

五、本志采用第三人称编写。行政区划、机构、地名等均按当时称

谓。本志凡称“党”，均指中国共产党．凡称“党支部”、“党委”、

“县委”、“市委”、“地委”、“省委”，均指中国共产党相关组织；

凡称“政府”。均指人民政府。

六、本志所用计量单位、文字、符号、数字，除习惯使用的“亩”之

外。均按国家规定的统一规范书写．使用高程的基准面为黄海海平面。

七、本志采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八、本志遵循“生不立传”原则，对水库建设、管理贡献卓著者，采

用人物传、人物表形式或以事系人形式加以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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