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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洗岭坑水库

。’奏

’．浪二口水库

▲东方红水库

水口空中倒虹吸◆



▲渡槽吊裴

y基坑开挖

▲横锦术库溢洪道开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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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制无轨卷扬机运土

丫牛车速土

▲水下岩塞壤破

V独轮车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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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阳建制较早．歌山画水，人杰地灵，山青林密，水清甘醇。唯
1

因南北两江，疏于整治．而造成水旱交炽，灾情严重。。东阳南北江，

两条烂肚肠"，已成为清末民初以来东阳人民最关心的大事。从前的·

历届政府和不少仁人志士，虽对两江治理提出过整治计划和实施措

施，但由于缺乏总体计划和治本政策．均未能发挥实效：。

民国时期我曾追随吴又新(东阳人)、徐焕章(义乌人)两位水’

利界老前辈研究探讨过东阳南北两江的治理规划，对东阳“穷在山

里．苦在水里"的状况有所了解。．那时的东阳一山是“秃头山’’，河
道两岸大片大片被冲毁的土地沙石累累。境内没有一座水库，没有一 ，．

座水电站j没有一段象样的堤防，农田灌溉只靠塘和临时堰坝。“天’

晴三天成旱灾，一场大雨变汪洋，洪水旱灾加人灾，千家万户渡日

难。"东阳人民迫于生计，纷纷外出谋生。 、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东阳人民采用

治山治水相结合，全面规划．分期实施．大、中、小相结合，上、中、

下游并举；“蓄、引、提"相结合，以蓄水为主等治水方针，以便从

根本上解决东阳的水旱灾害问题。，经过四十年奋战，卓见成效。”

． ．1951年4月．真理乡黄连塘水库的兴建拉开了东阳县大办水利

．的序幕。从那以后，戒每年都要到东阳数次，每次都有新的感受。一
处处水利工程如雨后春笋，在各个乡村相继兴建。到目前为止，已有

81．座蓄水10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像一颗颗晶莹的明珠镶嵌在东阳

大地上，为东阳市的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提供了充沛的水源。

东阳的水利工程基本上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修建起来的。东阳人

民艰苦奋斗兴修水利的精神令人感动。在水利工地．车水马龙，男女

老少齐上阵，你追我赶．白天加油干，夜里挑灯战。横锦水库高57．5

米、长300米的巍巍大坝就是由数万民工，用人扛肩挑的办法填筑而

成。勤劳的东阳人民在水利建设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兴建起

一座座各具特色的水利工程。1956年兴建的坝高24米的东鹤坑粘土



建设的经验教训．有利于推动水利事业的发展．有助于人们了解东

阳，并将对扩大东阳的影响，起到很好的作用。，

目前，南江水库正在扩建加固．小水电建设正在发展，河道治理

工作正在扎扎实实地全面展开，预祝东阳市水利工作取得更大成功。
“

金华市科协主席、高级工程师 韩继绍

一九九一年十月 、



凡 例

一、本志取事上起东汉初(25年)，下至1988年底，部分事例

按需要适当超越时限。遵循“详今略古”原则，着重记载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以来的水利建设史实。

二、本志先设概述、大事记，后接自然条件、灾害、工程、管理

和水政等五篇二十三章，最后设杂录。概述从横的角度平铺直叙．，大

事记以纵向记述，纵横交错统领全志．其它以章设节，节下分层，附

录他文的按原文层次不变。

三、地域以1988年底的行政辖区为记述范围，少数史地渊源难

以分割的事物，记述时不受地域限制。 ‘，

四、人物按志书惯例，生不列传。对具有贡献的健在人员，则以

事系人或设名录加以记载。

五、1949年以前以朝代、年号纪年，后注公元纪年。1949年后
采用公元纪年。 ．

六、各个历史阶段的行政区划及地域名称均沿用旧名，在必要处

加注今名。

七、本志凡简称“党"的均指中国共产党，凡称“党支部’’、“党

委"、‘‘县委”、“地委”、“省委”的均指中国共产党所属组织。民国时

的县政府简称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县政府称县人民政府。

八、本志中的计量单位的名称、符号均按国家法定计量单位执

行，引用的历史资料仍照实记载，且一般不作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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