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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县水利志》编纂委员会编

和县水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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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21日，巢湖

市委书记陈强(右一)、
市水务局局长张劲松(右

二)在和县县委书记吴桂
林(右三)、县长朱来友
(左二)陪同下榆查指导

防汛工1隹

2003年5月22B，省委书记王

太华(右三)在巢湖市市长夏望平

(左二)、市水务局局长沈贵宝
(左一)、副县长张祖武(右一)
等待同下检查指导和县江疆建设。



2010年4月，县长未来

友(左三)、副县长蔡敏
(左一)、g曦啦窝}盎呈(左
二)、县水务局局长夏善堂
(右一)检查冶江水昶Ⅱ程。

2010年5月20日，市委副书
记、市鲳K。H飞(右一)、市水务局
局长张劲松(右三)在和县县委书
记吴桂林(右二)、县长朱来友(左
一)陪同下检直滁河防汛工作。

2010年7月，县水务

局局长夏善堂(左五)、
党组书记、副局长陈定勇

(右二)等局领导在农村
饮水安全工程工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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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汛期武警官兵在长江大堤郑薄段抢险。(1 9 98年摄



1998年长江流域太水以后，和县江堤被列入加固建设项目。(1 998年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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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桥闸(2 009年摄

半边月水库(2 009年摄



人饮工程(2 009年概

善厚九连圩站(2 009年摄)

淘港清淤f 2 009年摄

香泉利民水厂(201 0年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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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辜一，J

历经十余载，在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期间，《和县水利志》问世了，顺时应运，可喜

可贺!

和县的水利事业，历史悠久，可追溯到三国吴赤乌元年至十四年(238年～251年)。

据《读史方舆纪要》载：“和州铜城堰，州西南六十里，周四百里，灌田三千顷。吴赤乌中

筑堰设闸以捍水患，遇旱则积，遇涝则启，遂成膏腴，其后以时修筑。”铜城堰是长江下游

沿江最早修建的水闸之一。有“沿江第一闸”之称。唐开元年间(713年～741年)，和州

乌江县丞韦尹，开沟引江水至郭下溉田，其后县令游重彦复治之，名韦游沟。据《读史方

舆纪要》载：和州韦游沟，在乌江废县东南二里，引江水至郭下十五里，溉田五百亩。唐开

元中邑丞韦尹所开，贞元十六年(800年)，令游重彦复治之，民享其利，以姓名沟，亦曰韦

游沟。渡接江浦县界。历代兴修工程较多，其中有些工程全省闻名，曾为和县的经济和

社会发展作出过贡献。建国60年来，县委、县政府历届领导班子带领广大群众发扬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战天斗地，改造山河，水利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不论水利建设的

规模还是工程效益，都是历代所不能比拟的。特别值得提出的是20世纪50年代末60

年代初，时任中共和县县委第一书记的周骏同志和分管水利的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戚

如桐同志，他们为和县的水利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们是和县水利电气化建设的开

创者和奠基人，和县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盛世修志，志颂盛世。《和县水利志》历经众多编纂者十余载的辛勤劳动，终于纂辑

成了总揽一县之水情的一部覆盖全县、贯通古今、门类齐全的水利专业志。《和县水利

志》不仅是一部广泛宣传和县人民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的治水业绩，弘扬大禹治水精神的

水利专业志，而且是一部对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进行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祖国好、

人民群众好、家乡好的县情书。志书的出版，为水利工作者了解过去、熟悉现在、研究将

来提供科学依据，对促进我县水利系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将起到不可低估的作

用。在此，我们代表县委、县政府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县正处级老干部荆诚孝，

1997年退休后不久就投人到修志工作中，他认真学习方志知识，潜心研究方志理论，在全

国方志理论刊物发表论文多篇。2009年7月，他身患食道癌以后，以顽强的毅力和精益



求精的作风，一边治病，一边工作，完成了《和县水利志》的编修工作，表现了一个共产党

人可贵的献身精神，值得全县干部学习。

修志为了用志。“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鉴古知今，继往开来，我

们要充分利用志书记述的建国60年来治水的经验教训，承前启后，服务当代，切实发挥

志书“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

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

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为和县的改革开放服务，为和县现代化建设服务。

我们正处在与时俱进的伟大时代，和县昨天的水利辉煌已载入史册，和县更加辉煌

的水利建设有待我们去创造。水利部门任重道远，应该戒骄戒躁，努力开拓。我们相信，

载入未来水利方志的，必将是更加灿烂辉煌的新篇章。同时我们也满怀信心，有60多万

勤劳勇敢的和县人民，和县的建设步伐一定会加快，和县的明天一定更美好!

中共和县县委书记 昊桂林

和县人民政府县长 朱来友

2010年10月



序二

《和县水利志》经过全体编修人员十多年的辛勤耕耘，终于完卷成书。这是和县统合

古今的水利专业志。全书记述了和县的水利背景、源流和现状，兼及有关的社会、经济、

人文、胜迹等，既有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工作决策的反映，也有经验教训的总结。它的出

版对和县水利事业的发展乃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能起到资治、教化、存史、交流的

作用。

兴修水利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息息相关。治水是历代治国安邦的大计。我国许多

先哲、学者对此作过精辟的论述，并见诸史籍。和县雨量充沛，气候温和，但降雨时空分

配不匀，河流源短流急，水旱风雹等自然灾害往往频繁交错发生，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

同自然灾害作了长期不懈的斗争，谱写了光彩夺目的水利史篇。可以说，和县境域的开

拓史，同时也是一部水利史。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难以做到全局规划，综合治理开

发。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榨、掠夺，民生

凋敝，水利失修，以致水旱灾害频仍，人民饱受其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县水利事业揭开了新的一页。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领导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依靠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科学技术

的进步，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经过60年的奋斗，取得了历代无可比拟的成就。古

今映照，业绩斐然，成绩辉煌。

60年来，全县投入水利建设资金15．44亿元，完成土石方4．1亿立方米，全县

553．007公里江河堤防已达到全面加固，其中66．487公里长江大堤均达到国家I级及Ⅱ

级标准，16个万亩大圩防洪能力基本上达到20年一遇设计标准。裕溪、牛屯、姥下、太

阳、得胜、石跋和滁河等河流都得到了有效治理。7条通江河流入江VI全部建闸。姥下

河、得胜河、石跋河、驷马新河的河口处还建成了排灌站。全县共建立大小排灌站近700

座，总容量65641．5千瓦，实际可排灌面积78万亩。建设中小型水库67座，总库容6818

万立方米，兴利库容3922万立方米，灌溉面积l 1万亩。特别是1998年大水后，和县长

江大堤被列入国家重点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万亩大圩达标工程、重点河堤加固工

程、农村安全用水工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抗旱水源工程、节水灌溉工程、泵站更新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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