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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南充人民治水历史悠久，劳动人民长期在与水旱等自然灾

害搏斗中求生存、求发展。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园建立以来，在

上级领导关怀支持下，地县市各级党政机关和水利部门，努力贯

彻有关治水办电的方针政策，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奋战三十余

年，至1985年全地区兴建了5．7万处灌溉、防洪、水电、水保等工
程。全区水利工程灌溉能力，从解放初期的1％上升到86％；地方

小水电装机发展到七万多千瓦，输电线路四通八达：江河治理、

城乡防洪、给水、水保等工作成就也十分显著，有力地促进了全

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生活的繁荣，展现了社会主义

事业的巨大成就和蓬勃生机。

中央领导同志指出：。我国是一个水旱灾害频繁发生的国

家，农业的兴衰，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与水利的兴

衰密切相关．”南充地区兴水办电、抗旱治洪的历史和业绩，充分
映证了这一论断十分中肯。盛世修志是我国千百年来的优良传

统。《南充地区水利志》搜集整理了大量治水史料，如实记述了

水利工作的历史和现状，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都是宝贵的

精神财富，对于我们提高对区情、地情、水情的认识和今后工作，

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我区水利事业与省内外先进地区比

较，还有差距。升钟水库等大中型工程配套建设任务还相当艰
巨，提高水利、水电、水保、防洪等工程的综合效益和管理水平，

大有潜力。水利事业任重道远。我们要较大幅度增加对水利的投
入，加强水利建设，开发水利资源，提高管理水平，发挥水利效
益，造福社会，利及人民．

敬忠春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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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南充地区水利志)经过全体编写同志的艰苦努力，已经完

成．这是南充地区水利建设史上值得庆贺的一件喜事．作为一个

长期从事水利工作的人来说，更感到无比喜悦和自豪．

南充地区水利建设事业有着悠久的历史．自汉以来，就

有g凿塘筑堰，掘井挖泉，以收灌溉养鱼之利弦的历史记载。历代

劳动人民为抗灾求生存，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凿塘掘并

蓄水灌田，造戽斗、水车提水以抗旱，筑河堤防洪以护农田。开沿

山沟，挖沙坑沙凼以保持水土，建水碾水磨加工谷物以省劳力．

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创造和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解放前，

由于封建制度的束缚，历代统治阶级出于本身的利益，对兴修水

利防治水旱灾害是漠不关心的．官方虽偶亦发布文告，地方官史

亦有倡导筹划，但付诸实践者，可谓凤毛膦角．水利事业发展缓

慢，水利设施简易单一，数量微少，抗旱御洪能力低弱。农民始终

摆脱不了旱洪的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三十多年，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

确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人民群众的苦干实干，南充地区

水利建设事业蓬勃发展，速度之快，种类之广，数量之多，效益之

大，都是历史上没有的．它的显赫成果与丰富经验，必须而且应

该系统地汇集整理成书，载入史册，作为一份宝贵财富，留给后

代，这是我们这一代水利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党和政府

赋于我们的一项光荣任务．

这本志书，内容丰富，史料真实，篇目清淅，结构严谨，文笔

朴实，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为一体，较为全晒、系统、真实地

反映了南充地区水利事业发展的历史。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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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后三十多年，党对水利建设事业的坚强领导，制定一系列发

展水利的正确政策与措施，对人民群众兴修水利在财力、物力上

的极大支持和生活上的关怀与照顾，广大干部群众的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精神，技术队伍的培训与发展，各项水利建设的成就与

经验教训等等，都如实作了记述，是一本较好的水利专业志．

修志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也是一项艰苦的脑力劳动工

作．由于资料浩繁，水利管理机构分合频繁，年代久远，平时又未

收集整理，资料散失者颇多，更增加了修志工作的难度．仅管这

样，修志工作的同志，勤奋苦干，孜孜不倦，在区内外查阅档案，

走访当事人．口记笔录，收集约800余万字的资料，分析研究，去

粗取精，去伪存真，取其要者、实者而用之。从志书章、节、目内容

之拟定，资料之取舍，体例文风之遵范，撰写与修改，编写同志，

呕心沥血，切磋琢磨，字斟句酌，几经反复，数易其稿，凝聚着他

们的心血与汗水．他们都是一些老同志，为了写好这部志书，不

顾体弱多病’，不畏严寒酷署，不计待迂报酬，默默无闻，伏案数

年，致力于修志工作，真是难能可贵，令人钦佩．特别是庞永洪同

志多年带病工作，1984年投入修志，1989年5月不幸病逝在修志

岗位上，令人怀念。由于诸多原因，志书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在所难免．

南充地区水资源极其丰富，建国三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经过全体水利工作者艰苦不懈的努力，已经取得了极

其丰硕成果，但就其资源来说，开发利用的比重还小，抗旱御洪

标准还低，效果还不够显著，农业生产仍未彻底摆脱旱洪的困

扰，有待于水利工作的后继者，在吸取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继续努力，以新颖的科学技术和开拓进取精神，大胆开发利用，

以期获得更多更好的成就．

志办的同志要求我写个序，感到惶惑不安，大凡为志书写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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