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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历史自有物质文明以来，治水就成为人类社会的一项重要生产活动。从《禹责》、。

《山海经》到《水经》，开始记录下祖国大地上的山山水水。太史公著《史记》，撰

《河渠书》，开创了史书记述治水的先河。此后，《汉书》有《沟洫志》，《唐书》有

+《地理志》，二十五史，均有治水内容，或《志》或《书》9-无一疏漏。属于水利专志

的著作，也极为丰富。东晋·郭璞为《水经》作注，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创编

写专志。水道为纲，以水证地打的新体例，内容较《水经》增加=十多倍，自成巨著。

清·傅泽洪主编《行水金鉴》，所收水利史料，上起《禹贡》，下迄康熙末年，f全书一

百=十万字，后人苒续《行水金鉴》，·文字竞多达=百万言。浩翰的水利史志，为今人

留下珍贵的历史资料。

溧水小邑，古来地广民稀，然而，先民们也曾在这块土地上，开河筑堤，围湖造田，

修塘建坝，开发山区，长期与大自然作斗争，留下许多治水业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兴修水利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三十七年，全面整治县境内的骨干河道，开通

湮没数百年的胭脂河，修建成较为巩固的石臼湖大堤，丘陵山区新建成的大小水库，

星罗棋布，总蓄水量比建国前塘坝蓄水增加近一倍，机电排灌设施遍布山区，圩田，全

县旧时的穷山恶水面貌大为改观。人民群众多次与洪水，雨涝、干旱作斗争，谱写出一

曲又一曲的胜利凯歌。广大人民群众用汗水换来的治水成绩，都值得载入溧水县的史册。。

早在1984年，溧水县人民政府决定，编修一部新《溧水县志》，同时要求有关部门

编写本部门的“专志≯，《溧水县水利志》就是其中的一部。1987年初我受县水利农机局

委托，负责编纂。受命之初，深感以自身驽骀之才，难胜重任，念及溧水县首次编修“水

利专志秒，为以前历史上所无，是一件有益的工作，且本人在溧水从事水利工作有年，

责无旁贷，又不得不为其略尽棉薄，勉力为之。 ，

编写本志，历时两年半，虽三易其稿，难称尽善。在今年五月召开的审稿会上，提

出一些值得研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编目。有的同志认为，篇目设置应以横为主，本志

中的编排，有横有纵，纵横不一，体例上显得不够协调。我们对志书“篇刀、。章劳、

“节一、。目嚣这样的结构层次，究应横排到那一层次，实不甚了了，感到难以划一，若全志

的层次，一律横排到“章黟或“节”，在素材的剪裁归类、文字的记述上，十分困难。

因此，我们就采用了“篇黟横陈事类， “章一，。节弦以下则宜横则横，宜纵则纵的设置方

法了。二是门类。有些同志认为，志书要求，门类齐全，归属得当。本志中对同属河道

治理的记叙，分为三篇(石臼湖——县境内汇水河流，秦淮河、天生桥河)，以类系

事，欠妥。我们所以按湖泊，河流设篇归类，主要是考虑到溧水的水系特点，县境内的

六条主要河道，分属石日、秦淮两个水系，似以石臼湖、秦淮河设篇为宜，天生桥河为

沟通两水系的人工河道，亦独立设篇。加上“水库艿，“圩田嚣，“小型农田水利一，“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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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灌工程"诸篇的记述，这样的分类归属，切合溧水的情况，较易看清县境内的水利全

貌。三是关于治水的失误。参加审稿的同志一致认为，志书要记实，治水的成绩要有详

细的记载，对失误，亦应有所反映，方能体现出志书不溢美，不掩过的实事求是精神。

但对记述的方法，有应集中写，和分散写为宜两种主张。本志中“几项未毕全功工程的

兴废’’篇，虽然篇幅较少，考虑到分散到各有关篇章中去记述，虽无不可，但显得零

乱，故仍单独成篇。四是详今略古问题。《溧水县水利志》是县内第一次编修的水利专

志，‘收录了一些前人的治水业绩，篇章中有古溯古，无古述今。少数同志以为，历史的

记述，不宜过多。根据本县的情况，旧的水利史料毕竟少于当代资料，志中收录的旧史

料，在全志中所占魄篇幅很少，尚不至于有“厚古薄今"之嫌。此外，我们将“大事记，，

列于志前，不作为附录，意在近似于旧志中的年表I还将属于“前言一，“凡例一、“编写

始末"的内容，合并写成“编后记"，以压缩文字、篇幅。本志“篇目"这样编排，体

例，结构是否得当?逻辑是否谨严?繁筒是否适宜?限于编者的思想、文化水平，历

史，专业知识，必然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实不敢望成“一家之言”。参考有关编修“地

方志矽的著作，专家们关于修志的诸多理论论述，皆各有见地，借鉴省内外出版的几部县

一级水利志书，亦无固定的模式，《易经》云。 “仁者见之为仁，智者见之为智"_7

．，这本志书，如能为溧水留下一些值得回忆的水利史料，能为新坟溧水县志》增补一

点枝枝叶叶，是我们最良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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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i、 ： ：
一

，．．汉惠帝五年(公元前190年)l夏早。 ．∥： 。

吴大帝赤乌十三年(250年)l大洪水。八月丹阳，。句容及故鄣宁国诸山崩，洪枢
溢。 、o： ’． 7_ ¨．． ．

吴景帝永安三年(260年)I都尉严密建丹阳湖田，作浦里塘。，

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年)。析溧阳西北境及丹阳(今小丹阳)，故地东部置溧水广

属蒋州。时丹阳、固城、石臼三湖均在溧水县境内。

．唐玄宗天宝年问(742"．'755年)·大诗人李白游丹阳湖，作“游丹阳湖"诗_首。

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将军张抗督率建康、上元、江宁，句容，溧水五县

民夫大围丹阳湖，兴筑圩田。． 。，

’

。北宋徽宗宣和七年(1 125年)。九月丙子，又诏宗元措置开浚江东古河，自芜湖由

宣溪、深水(指胥河，在今高淳县)至镇江，渡扬子，趋淮汴，免六百里江行之险。

南宋绍熙元年(1 190年)；名诗人杨万里，．过蒲塘、孔镇，作《圩丁词十解》．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l县设河渡所一。j

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癸酉八月，朱元璋命崇山候李新督有司于溧水西境鹭

河，通浙运于京师(今南京)，时凿石色赤，．故名胭脂河(或日：因胭脂岗得名)。

明永乐四年(1406年)，修筑宣城十九圩，．⋯⋯溧水决圩。。 j，。。、：

明宣德六年(1431)l巡抚侍郎周忱言l “溧水永丰圩周围八十余里，，环以丹阳，．

石臼诸湖，旧筑埂坝通陡门石塔，农甚利之。今颓败，请茸治，‘并从之?，，． 。

明正统五年(1440年)t “胭脂河者，溧水入秦淮道也，苏松船皆由以达，沙石壅

塞，因并浚之，，。 ⋯
，

一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巡抚周忱言。，应天、镇江，太平、宁国诸府，旧有石日：

等湖。其中沟港，岁办鱼课l其外平圩浅滩，听民放牧孳畜，采掘菱藕，不许耕种。故：

山溪水涨，有所宣泄。近者富豪筑圩田，遏湖水，每遇汜溢，害即及民，宜悉禁革。‘并从

之”。

明成化中(1465"-'1487年)；知溧水县熊达疏百丈沟(注。地点未详)为灌溉之利。，

弘治元年(1488年)。知县张熊“始命工掘隍填壕，开午来河，以纳其流。矗e注#

午来河，疑即今之穿城河。) ． ．·．9

弘治初，知深水县杨荣开浚百丈沟八百丈，中存九坝，民赖其和。

弘治四年(1491年)；析漂水县西南七乡、二镇，置高淳县。至此，石臼湖溧水与i ．

高淳，当涂三分为界。



■

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正德年间，广通镇加筑下坝。湖水将境内思鹤诸乡17个

：圩的10万亩良田淹没。

明嘉靖二年(1523年)。大旱，人相食。 ，

明嘉靖七年(1528年)，春，天生南桥忽崩摧。盖岁受风雨剥蚀，抑轮蹄蹂躏之久

且众也。独北桥仅存。嘉靖间、邑人武溶武潘虑北桥复摧，曾加修护．

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马鞍，东庐诸山蛟出，大水横至．荡淹民居，县城尽

．圯。

明隆庆三年(1569年)l裁漂水县所设河泊所。[一作万历二年0574年)裁]

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l戊子、岁大饥，人相食。知县杜允健申请应天府丞许疏

．准动帑银筑凤贤圩各埂，饥民赖之。 j j’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知高淳县丁日近重浚天生桥河淤塞段，河复通．一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l知县徐必达，筑石臼湖堤。
’

明万历兰十六年(1608年)·五月，大水，荡民居，圩尽溃，岁大饥。

明崇祯年间(1628"--1643年)。藕丝堰与高淳县共建，堰内有9座圩6个埠子和4堰，

，原筑有土坝，抵御湖水，但经常遭湖水浸没，圩田被淹。由地方人士，申请抚院，’建成

，石闸，春闭秋开，水患减少，圩区人民得益非浅。
‘

‘一．

清康熙四年(1665年)。十一月，溧水崇贤乡古秦淮河水涸，乡民顾起龙等掘地取土，

．得玉玺(道教印玺)一方，献入京师。一 ·‘

清乾隆九年(1744年)；十一月十三日，奉宪檄议开溧水引河，为地方士绅议阻中止．

清光绪七年(1881年)：五月，溧水教谕章骥因高淳知县袁海观议开溧水引河(洪蓝

．埠至县城)事，作《广通坝复中江水道论》11,倡议搿并开广通坝，以耔其忧，以均其

：势"o未果行o+
’

．

‘’

清宣统元年(1909年)。蛟洪为灾，县城惠攻，通济两桥，同时倾圮。+“-

民国十六年(1927年)l 10月17日，县成立建设局，水树隶之。

民国二十年(1931年)。6月4日，数日降大雨，山洪下骤，江湖倒灌，圩田多被淹

没。县城亦淹，水深及膝。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l江苏省政府拨款疏浚赤山湖，河，翌年2月至4月溧水县

民-I-．4600余人前往施工。嗣因工程中断，五月上旬，民工返回。是年省拨款补助溧水县

秦淮河支流(今二千河)方边段浚河工程，计划土方1l万立方米，因包工队长蔡华林卷

．款潜逃，实做土方1．5万立方米，县政府下令停工。
“

大旱。入春未得透雨，5月以后3个月不雨，塘坝乾涸，田土龟坼，禾苗枯萎，山田

．二、三成收。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行政院所属某处，派员来溧水勘察胭脂河及秦淮河，测

。得天生桥下河底高出洪蓝埠当时水面8公尺。秦淮河河道亦淤浅。7月，县参议会向政府

．质询疏通胭脂河事。答以工程浩大，财力不足，一时无法进行。
。 }一

民国卅七年(1948年)。大水。西南各乡灾情严重，淹没圩田4，9万亩，县城亦受

．水淹。 ，，!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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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985年 一，’．’

o

1949年 ．

’t

4月25日，溧水解放，建立人民政权。解放初期，水利业务由民政科代管，不久，县

人民政府设建设科，主管水和，农林，交通，电讯、市政等业务。

洪涝成灾，生产自救。8月13日，设立“溧水县生产救灾委员会一。领导和帮助灾民

开展生产自救。

1950年
I．。·1

3月3日，县人民政府发出布告，号召全县人民生产自救。

， 5月，建立洪蓝汛期水位站。 。．

。

一

1951年 ’一

4月，建设科将农林业务分出，另设农林科。

6月26日，成立溧水县防汛总队部，指挥全县防汛防旱事宜。
’

7月11日到14目，连降方雨，漫溢倒决小圩石臼湖8座，秦淮河16座。县城小东门、北：

门、小西门三座城门，筑土堰挡水，均未酿成巨灾。． ：’

1952年

元月，建设科又与农林科合并为生产建设科。 ，，

4月3日，成立“溧水县水和委员会弦，设委员十数人。 ：．

汛前完成溧水，高淳两县交界的藕堰丝水闸重建工程和本县石坝水闸。． ．

8、9月，苏南水利局派员协助本县查勘山区小型水库库址。
T’

．1953年 ．
． ，

开始兴建小(二)型水库，由国家资助兴建尤赘、长冲、新塘、郑巷里、高塘下、、+

曹旺村、云鹤山七座水库，苏南水利局派工程技术人员协助指导施工。

兴建施家坝、徐家坝、五里坝，谭家小坝，南沟坝，和尚桥、小西门水闸；圩区兴

建奉贤圩(杨家庄)，富财圩(上堡)两座大涵洞。 ：

奉贤圩，富财圩引进戽水机船四艘(重型机)。是本县机械排灌事业的开端。

9月19日至27日暴雨，山洪暴发，冲毁小圩堤22座。县城小东门、北门、小西门三座

城门再次筑土堰挡水。均未酿成巨灾。 ．

’

11月，生建科更名农建科。 、j
‘

、，

1954年
、

特大洪涝，石臼湖圩区全部复没，秦淮河圩区严重受涝。’

开泰圩和中圩合并，仍称开泰圩，三阳圩旧址复堤，并与其它小圩合并，建成联星

圩。为整治圩区联圩并圩之始。

建立仓口水位站，洪蓝汛期水位站撤销。
。

1955年 。

’，

。

年初奇寒，最低气温一17．9℃，连降大雪，河湖封冻。武进、金坛支援排水的戽水

机船在返回途q，，被冰封予石臼湖中无法进退，政府设法送粮，送柴、送寒衣，救援被：

冰封于湖中的外县工人，解救脱险。 、

3



次分开，设水利科。

水利，水利工地发生工伤事故多起，死亡2人，工伤3人。孕妇流产10多起。

四次雨涝，四度抢排。t‘

臼湖沿岸堤防兴建块石护坡，．本年护砌奉贤圩长度96'7米。

机17台，以柘塘、渔歌为主，发展民办机械排灌事业。、
。

江专区水利局举办水利工程员训练班，本县选派12人赴镇学习。冬，县内

。培训农民水利骨干120多人，从中选出68人作为乡水利工程员。

1957年 ⋯．

春修水利中，将石臼湖边孔镇沿岸18个小圩及散水滩合并，建成联合圩。沿石臼湖

奉贤圩，联星圩、金坑圩，联合圩继续修建块石护坡工程。

4月，县选派40多人赴溧阳县参加镇江地区戽水机技术学习班学习。

5月，建立“地方国营溧水县蒲塘抽水机站’’。拥有戽水机船12台(艘)，360马办，

一职-I-．40多人。 ：’
“

11月，开始兴建中山水库工程。
9

“t‘

1958年

1月，省委、省人委召开分片农田水利会议，丘陵心区片会议，在溧水县召开。

本年水利工程原计划土方350万立方米，后提出搿一年实现水利化矛口号，计划经过

，6次修订，土方任务跃为4029万立方米，结果未能实现。
“

中山水库工程，至5月份，大坝合拢蓄水。

9月，方便水库开工J 10月，赭山头水库开工’11月，老鸦坝，姚家，卧龙，陆家

。等水库开始施工。
·

Io月，天生桥河(胭脂河)，进行槽探。 t

：． 曲于大型工程多，集中劳力，组织大兵团作战。‘ J’。

是年大旱，在乌刹桥溧水河上筑坝建临时翻水站，向一，三干河输水，又在洪蓝埠

至马鞍山安装戽水机，七级翻水至洪蓝，城郊，东庐三公社，补给抗旱水源。‘

1959年 t

建成中山水库水力发电站，装机2台，容量73千瓦，发电输送溧水县城照明。

开挖高(淳)溧(水)句(容)丹(徒)新河(未果)。

圩区河网化工程，在新桥公社富财圩、柘塘公社三丫圩二处进行试点。

在渔歌公社傅家边大队，举办治理丘陵山区(长藤结瓜，库塘相连，自流灌溉，坡

修梯田等)试点工程。并得国务院颁发奖状表彰。?

无想寺水库开工。 一

11月，方便、老鸦坝、赭山头、姚家水库，大坝相继合拢，开始蓄水．

大早、搿三年自然灾害"自本年始。
‘ ’

水利科升格为水利局。 ．
． ．、

·：7 ’

’‘ ‘’

11月，水利局举办算水帐训练班，培训147人，12月，全县进行算水帐工作，普查塘

坝水库蓄水库容。年底，又培训水利工程员1 9 8A。 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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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将地方国营溧水县蒲塘抽水站迁至溧水县城东门外原土地祠内办公。’同时建

立溧水县水利机械厂。年末，培训戽水机司机手48名，。’修理130名。，⋯ ： 。

1960年

3月，卧龙水库大坝合拢，开始蓄水。

中山、方便，赭山头等水库大坝进行加高培厚。．。
1

1961年

早， ‘‘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三年。南京市、常州市派技工来溧水支援抗旱。

建成柘塘公社李家桥电力灌溉站，为县内发展电力农灌的开始。电源由江宁县接来．．

1962年
’|

，
、

在方便，中山，卧龙水库上游开始兴建爱国，青龙桥，九子塘，严笪里，曹家，五

房，前进和下游新生，8,i'-2级共1躔电力灌溉站，另在洪蓝公社建河西电灌站。年内建
成电力灌溉站17座，共装机1114千瓦。为县内兴建高扬程电灌站之始。

‘

1963年 ‘

卧龙水库在火坝东端配建单孔宽3．2米溢洪闸一座。

1月30日，经常州(镇江)专员公署批准，陆家水库废库还田。

戴家桥水库，亦废库还田。

建立漂水县机电排灌管理所和溧水县机电排灌公司，二单位合署工作，(一套班子，

二块牌子)，撤销原地方国营溧水县蒲塘抽水机站。水利局原主管的排灌管理业务，移
交由该公司接管。新建排灌事业仍由水利局负责。 ，

1964年h．

8月14日，建方便，中山，赭山头，姚家，卧龙，老鸦坝6个水库管理所。

1965年 ，

5月，将原隶属水和局的溧水县机电排灌管理所和地方国营溧水县机电排灌公司划

出，于5月J日建立漂水县农机公司，公司为县局级政企合一机构，由县人民政府领导。

机电排灌业务由公司经营。 ．

’

6，7月，由县农机公司组建白马、城郊，柘塘、石湫、渔歌、孔镇6个机电排灌联’

营站，分片管理16个公社机电排灌管理站。
‘

天生桥河(胭脂河)整治疏浚工程，进行勘测设计的前期工作。，

早。老鸦坝水库干涸。7月在天生桥河筑坝建站，翻引石臼湖水入秦淮河。

1966年

4月，水利局与原农机公司合并，合并后仍称水利局。．．

中山水库在主坝北端增建三孔溢洪闸一座，设计流量95秒立方米。冬季破土动工。

堵塞原明渠溢洪道，修筑副坝。

12月，开始整治疏浚天生桥河，首期工程为洪蓝埠经仓口劲石臼湖段土方。

连续干旱。老鸦坝水库再度千涸。天生桥临时站再次翻水入秦淮。6月，蒲塘河在：

蒲塘桥附近筑坝建临时站，26日，开始翻水入新桥河，28日夜大雨停机。

1967年
，：

4．

，。．．。

继续整治天生桥河。溧水，句容、江宁三县组织3000余人进行土石方工程施工。



方便水库加高大坝，建3孔溢洪闸一座。 ： ．一

’1972年 。

t’ o’ ‘一
÷‘’

继去冬新桥河整治，完成主河道工程。新桥、昌塘(群英桥)二座公路桥完工。

天生桥套闸竣工。
⋯

．渔歌公社开挖冯村撇洪沟，晶桥公社开挖水晶撇洪沟，为新桥河配套工程。建成冯

：树、．涧东、水晶三座公路桥和配套建筑物。将19个小圩合并成东大圩。
7”：

晶桥公社，将原芮家圩，韩家圩、破圩滩等四座小圩合并成芮家圩，

大搞平田整地，修筑梯田。
一

t．
·_· 一 ’‘

’I

。√’1973年j ’，。‘卜 ‘

：‘·
，

整治云鹤支河下游段和高家河。老河改道。·⋯
?'

’j
’。

‘

天生桥河近湖段改道，开挖由石臼湖口陈家至三汉河口段新河。
9 叫

：秋氛‘开始整治三干河工程。1‘ ■‘，-+。， ，‘

皤



石臼湖大水，未决坻 ：． 一
。

在整治新桥河和云鹤支河的基础上，孔镇公社将12个小圩和11个散水滩合并成群英

圩。 ．一 ．4

，

渔歌、明觉、洪蓝三个公社联合在陈家河口至汤家围湖造田，建成陈家新圩。 (后

j并入西大圩>，，j ：’ √ ‘，，，

建立天生桥水文站。原小西门及仓口水位站均撤销。天生桥闸首次自流引石臼湖水

人秦淮河，两次引水共5999万立方米。 ．

’

，

1974年

老鸦坝水库续建，加高大坝，增建单孔溢洪闸一座。

云鹤支河下游段和高家河整治年内完成。
”

·

完成开挖陈家至三汉河河段，堵闭原新桥河老河口。建成三汊河圩口闸、陈家农桥。

渔歌公社开挖毛家和良种场两条撇洪沟，将15个小圩和陈家新圩合并成西大圩。

天生桥闸首次分秦淮河水入石臼湖，最大流量为63．7秒立方米，四天分洪水2489万
立方米。 ．·

⋯

1975年 ，’

初步整治溧水二干河，由群力，东屏两公社整治河段，裁弯取直，浚河加堤。

10月，继三干河整治后，石湫公社将北圩，东圩合并成胜利圩·并在石湫坝周围筑

，成石漱圩。 。

1976年 ’，

、

渔歌公社建成东大圩三汉河排涝站。 ．。

云鹤公社仙坛水库大坝溃决。6月29日19时至22时30分陡降暴雨196毫米，水库水位

。急剧上涨，水漫坝顶冲开土坝，形成宽3米、12米和7米的3个缺口，最大缺口深4米，垮

坝冲走土方约800立方米，淤没农田二亩。

水电局改为水利局，供电所划出。

1977年 ， ．

方便，中山，姚家、老鸦坝、赭山头五座水库开挖非常溢洪道。方便、中山=座增

一建挡浪墙。 ，一

’

卧龙水库拆除原单孔溢洪闸，改建为三孔溢洪闸一座，并加高土坝，建挡浪墙。

整治溧水一千河沙河口至一，三干河口段工程。 ‘．．．

赭山头水库大坝进行坝体灌浆处理，并做土工试验。由镇江地区水利工程队施工。

：为县内土坝灌浆之始。
二

·

7月10日晚，石臼湖陈家新圩退水倒圩。 !

冬，县成立石臼湖堤防续建工程指挥部，组织石臼湖地区和凤、孔镇，渔歌，云

：鹤、洪蓝，晶新、明觉七公社劳力，全面加固加高石臼湖湖堤。 ，
，

建立县水利工程队。 。。

，‘

，一。、

成立县农业机械研究所，主要从事新型农机具的引进和推广。

1978年 ，

“

完成溧水一千河沙河口至一、三干河口段工程。 j

7



新河开工，溧水县上工10120人。除江、旬、溧三县外，镇江地区友邻县武

、宜兴、溧阳、金坛、高淳支援出工12万人，参加施工。

灌区工程进行施工组织，12月1日破土动工。

特大千旱，老鸦坝水库第四次干涸，卧龙水库因施工放空库容，从天生桥闸引石臼

湖水入秦淮河，输送灌溉水源9800万立方米。省，地从外地调来戽水机335台，14500马

力，支援溧水抗旱。 ，

水利局隶属的16个机电管理站于年底划出，移交农机局管理。

1979年

2月12 il秦淮新河土方工程全部竣工。群力公社继续石方工段施工，到汛前告竣。

全县完成土方55万立方米，石方2．17万立方米。． ．

完成新桥河第二次整治清障浚深工程。

治理溧水河从-．，三干河口至一，=干河口段工程，于年内完成。

1 1月，．乌刹桥开工。 (由镇江地区水利工程队施工。)
’

整治一千河及修整二干河堤防以后，柘塘公社沿山丘开挖撇洪沟，联圩并圩，合并

成柘塘圩。并在原生田圩、三丫圩之间建成新河圩口闸一座。

1980年 ． ．．．． ：

秋湖灌区完成翻I河、提水站，总干渠三项主体工程。
茶场，乌山公社红星大队、在城镇蔬菜队开始发展喷灌。

方便水库，姚家水库建成小型水力发电站。

早涝急转，石臼湖洪水。 、 ，． ．

’富财圩牛耳垛排灌站扩建竣工。 。
，。

12月上旬，省水利厅在漂水召开丘陵山区水利会议。 ．

1981年 ．，

秋湖灌区配套工程官塘隧洞开工。 。√
。，

新桥河周家山节制闸开工。

方便，中山、姚家．赭山头水库，先后进行土坝开探沟熏烟灭治白蚁。并由镇江地

拯水利局工程队进行带药灌浆灭蚁。为全县土坝灭治白蚁之始。

5月，乌刹桥竣工。 。

7月，成立县水利学会。

1982年 ．t

姚家水库溢洪闸开工。完成西涵改建。

官塘隧洞、周家山节制闸继续施工。

1983年。， 。。 。。． 、。
．

，一 ：

春季，云鹤支河再次浚深山下岗至下桥头段河道。 。．

夏初，周家山节制闸建成。 (三孔，每孔四米。) ．

石臼湖特大洪水，漫决小圩4座。．
‘

。：

姚家水库溢洪闸建成。 (三孔，每孔二米。) ．|-

1984年 ，： 。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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