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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历史是过去的现状，现状是将来的历史，历史是解决未来问题

的一把钥匙。’’秭归修志传统源远流长，溯自宋代始，明清盛修志。曾

编修《归州志》11部，现存9部，72卷，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地情

资料，为当政者据县情决策、发展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新编《秭归县水土保持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颁

布实施后湖北省的第一部志书，并在21世纪第一个春天脱稿，堪称

长江上游水土保持重点地区的县(市)首修，可喜可贺。保持水土重

在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减轻水、旱、

风沙灾害，改善生态环境，发展生产，振兴秭归经济，致富于人民，

受益于百姓。我阅读此志，掩卷回顾历届的中共秭归县委、县人民政

府率领秭归人民继往开来，保护水土资源，治理水土流失的功绩历历

在目。20世纪50"--70年代局部治理，20世纪80'--"90年代重点治理、

规模治理，减少泥沙流入葛洲坝、三峡水库卓有成效，真可谓是功在

当代，荫及子孙的伟大事业。此志门类齐全，结构合理，排列有序，

资料翔实，实事求是地记录了秭归水土保持事业的起伏历史与现状，

充分展现了秭归人民穷则思变、富而思进的精神风貌。志书出版问

世，将发挥其兴利、致富、利民的功能。

《秭归县水土保持志》的编纂出版是秭归县文化建设的又一成

果，这应感谢上级领导的关心和上级主管部门的鼎力支持与具体指

导。同时也体现出全体编纂人员的诚实劳动和敬业精神，本书字里行

间浸透着他们的汗水，他们收集、调查、整理上卡资料百余万字，不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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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寒暑，三易其稿，重点记述秭归县境内水土流失现状与治理，预防

监督成效与管理，详细记述示范流域、样板村的综合治理成果，为日

后治理提供了可操作性的借鉴典型。此志也是一部信息载体，为相关

部门提供了诸如经济信息、科技信息和人才信息等，我深信，这些信

息能很快地转化为经济效益。但要用发展眼光认识秭归、建设秭归、

振兴秭归，撰写富有深远内涵而又有特别意义的大文章，还有待

来者。

即此为序。

春孟雷晰万纵



序二

水，天之甘露；土，地之丰膏。水和土，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其丰盈或贫乏、优良或恶劣，自

古以来是决定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繁荣或贫困、文

明或落后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保护水土资源，

把水土保持作为山区发展的生命线和国土整治、江河治理的根本，作

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作为我国的一项长期坚持的基本国

策，加以定位。

地处鄂西三峡工程坝上库首的秭归县，受自然条件、社会历史、

人类活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是一个水土流失严重的山区县。新中国

成立以来，秭归县人民为治理水土流失、改变生产条件、强化农业基

础、建设秀美山川，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国

家先后将秭归县列入全国八大片，即葛洲坝库区、长江上游三峡库区

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工程范围进行综合治理。秭归县委和政府高度重

视，抢抓机遇，开拓进取，勇于探索，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以

合理开发利用水土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相协调为出发点，坚持统一规

划，择优选比，持之以恒地一个流域一个流域地规模治理、科学治理。

把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运用于防治水土流失的具体实践中，融水土保

持监督管理于经济开发之内，既服务于经济建设，又推动了全社会水

土保持事业的发展，创造和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防治模式和经

验。至2000年，全县累计投入资金22692．63万元，完成综合治理面

积1269．67平方公里，有效地控制了全县人为造成的水土流失，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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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生态环境，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了农村经济，提高了

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水土保持被广大人民群众称赞为

“德政工程”、“民心工程’’、“致富工程"。

为“存史、资政"，教育当代，启迪后人，在各级各部门的支持

下，秭归县委、县政府组织编辑人员，历经一年的艰辛努力，编纂完

成《秭归县水土保持志》，填补了湖北省县一级水土保持专业志书的

空白。本志书系统地记录了秭归县新中国成立50年来水土保持事业

的发展历程，客观地重点记述了葛洲坝库区、“长治工程"三峡库区

的防治成就及经验教训。《秭归县水土保持志》指导思想明确，思路

清晰，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结构合理，层次清楚，据实而书，充分

展现了秭归人民奋力拼搏、自力更生的精神，展示了秭归县水保事业

的辉煌业绩，具有较强的时代特征和史志的风格，既为领导者研究秭

归的水土保持、生态环境，进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依

据，又为同行学者编写专业志书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在《秭归县水土保持志》即将付梓出版之际，我作为湖北省水利

厅水保处处长，感到很高兴，并真诚地向为秭归县水土保持事业作出

贡献的人们以及为编纂本志付出辛勤劳动和心血汗水的同志们，顺

致感谢和祝贺。衷心希望秭归水保事业蒸蒸日上，方兴未艾，明天更

加美好，更加辉煌。特书此文，是为序。

砌q
2002年1月22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三

序 三

“千秋伟业’’系于把握机遇，求实奋进。硕大业绩，源于开拓创

新。一部资料翔实，情深意切，追溯半个多世纪以来秭归人民与严重

水土流失、恶劣自然灾害进行坚持不懈斗争，厉精图志，改造山河，

改善“穷乡僻壤’’面貌，建设优美生态环境和富裕生活的《秭归县水

土保持志》呈现在我的面前，秭归县人民在秭归县委、县政府的领导

下，治土、治水、治山，持久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增强御洪抗旱

能力，成绩显著。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把握住了全国八大片之

一的葛洲坝库区和“长治"、“长防”的工程机遇，开展了大规模的水

土流失治理，使全县土壤侵蚀面积由治理前的2148平方公里下降到

2000年的1336平方公里，土壤侵蚀强度下降1---2级。依托大流域，

以小流域为单元，实施预防为主，实行山、水、林、田、路统一规划，

综合治理，治理与开发利用、治理与移民安置、治理与发展库区经济

相结合的治理开发方略，以科技为先导，以项目成果推动全面治理，

不仅基本控制了水土流失，改善了生态环境，而且使治理区的土地利

用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趋于合理，涌现出了一大批示范、样板小流域

(村)，形成了以脐橙为主导产业的特色经济。

《秭归县水土保持志》以水土保持法律法规为依据，全面真实地

记叙了几十年来秭归县人民在水土保持工作中创造的历史业绩，给

现代人以鼓舞，给后代人以启迪。地处三峡坝首、西陵峡畔的秭归人

民在新世纪之初，在进一步实施水土保持各项工程的同时，又迎来了

新的机遇。我相信，在秭归县委、县政府领导丁，在各级业务主管部

矿
．?|l n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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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和全县人民的积极努力和顽强奋斗下，再抓机遇，再创新业绩，建

设一个环境秀丽、经济发达新秭归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祝愿秭归县

人民在新的千年，夺取更大的成绩，以回报党中央、国务院对库区人

民的关心、厚爱和支持! ，

苏蚴‰
2002年6月8日



凡例 1

．凡 例

一、编纂《秭归县水土保持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记述秭归县水土保持事业的发展历史

和现状，使后人明白水土保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计，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保持水土即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功在当代，利

及千秋，人人有责。

二、本志断限：上限1949年11月5日，下限2000年12月31日。重点记

述1982"-'2000年秭归县水土保持事业的历史进程及其成果。

三、本志按分类系事的原则设章、节、目层次。采用以类相从，横排门类，

纵述历史，分陈现状，以时系事，以事系人，以事系单位，纵横结合，详近略

远的编纂方法。力求文直事核，不溢美，不隐恶，资料翔实可靠。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叙体表述，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图、表和照片；

数字用法一律遵照《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数据以统计部门和行

业调查的资料为准，并据实补正。

五、本志人物称谓一般直书其名。

六、本志地名均用标准地名，易生歧义的地名加括注。

七、本志资料系征集县境有关行业的资料和社会调查资料，文中均不注明

出处；引用原文和专业用语均加引号或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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