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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特定的地理自然涤件，水利建设一直来都是我市政府的

工作重点之一。随着经济的未渐发展，水利事业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已越来越充分地得到了豆示。并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保证。 ．’

陈蔡水库是我市为治理浦阳江水患而兴建的一座以防洪为

主，结合灌溉、发电、养鱼等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库。它的建成减轻

了水库下游23万亩农田的洪涝灾害，改善了15．1万亩农田的灌

溉，也为城区工业用水、居民生活用水提供了条件。水库自77年

动工到84年5月封孔蓄水，7月并网发电，期间，建设者们筚路蓝

缕、披星戴月、栉风沐雨，为水库建设奉献了聪明才智和青春年华。

水库的建设更加密切了党群关系，锻炼培养了一批年轻干部，涌现

出了一些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水库的建成是我市人民在党和政

府的领导下团结治水的一块丰碑，见功当今，永泽后世。因此，为

水库立志意义深远。

《陈蔡水库志》全面、详实地记述和反映了水库建设、管理的历

史和现状，总结了经验教训，探索了运行规律，为今后工程建设、管

理提供了稽前鉴后的依据。我相信，它的编纂必将有力地推动我

市的两个文明建设。

编纂《陈蔡水库志》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全体编写人员

本着对历史、事业、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在有关部门的协助支持

下，广征博采，几易其稿，终成全志。借此志书出版之际，我作为曾

经参与水库建设和指挥的一员，向参加建设水库的全体干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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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和广大民工，向关心支持水库建设的各级领导，向参与编纂志

书的全体同志以及为志书提供资料、帮助的部门和同志表示衷心

感谢! ． j．

愿陈蔡水库欣欣向荣，愿我市水利事业更上层楼。．

一2一

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作者：原诸暨市市长



陈蔡水库建成感言

蒋巨峰

诸暨地处浦阳江中游，上有山洪泻泄，下有潮汐顶托，历来水

患十分严重。凡历史上受任于诸暨的主政者，群众无不企望他们

能为民排“水”解忧。明代诸暨知县刘光复，因治水得力，替百姓办

了些好事，为了纪念他，在全县各地建碑六十三处。可见在当时历

史条件下，评量一个主政者的功过是非，往往着眼于治水之得力与

否，唯其如此，则因诸暨向以农业为本，务耕为业，古时就有大小七

十二湖之称，所谓“诸暨湖田熟，天下一餐粥”，并非虚传，而水患不

治，农业衰微，民不聊生，将何以为民之“父母”?

我们共产党的宗旨全在于为人民兴利造福。解放后积极领导

全县人民兴修水利，改造山河，千军万马，蔚为壮观，曾誉为全国水

利建设先进县。县长何文隆，为治水呕心沥血，克尽厥职，深受群

众称颂。广大干部以身作则，披荆斩棘，带领群众奋战在水利建设

第一线，有的表现了夏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有的因劳

累成疾或工伤事故而为此献身。综观今日全县大小水库遍布各

地，尤有蓄水亿方的陈蔡水库建成，江河渠堰又整治一新，水患逐

步减轻，农业才有保障，生活得以改善，论治水之绩，众目共睹，惠

及后世，永存史册。

古人云：“温故而知新”，然温故不仅知新，还能励新。当我县

最大蓄洪工程陈蔡水库编纂成志，邀我撰文之际，乐于略述数言，

愿与全县人民、全体干部、共产党员同策共勉，再接再厉，继续前

进。为我县水利建设再创业绩。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

作者：原中共诸暨县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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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与希望

董士元

陈蔡水库动工兴建不久，我调来诸暨工作。当时作为县委、

县府的成员之一，分工负责此项工程的基建任务。现在当水库工

程全部告竣，又编写成“志”的时候，觉得理应写上一些话，作为对

建库历程和个人工作的一点回顾。

兴建陈蔡水库是治理浦阳江水患整体规划中的一部分。早在

五十年代，省委、省府以及省水利厅已从长计议规划，十分重视。

到七十年代付诸实施，至八十年代水库建成，封孔蓄水，开始受益。

其间虽然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但党和政府对改造诸暨山河，治理

水患，为民兴利除弊，总是念念不忘，元时或释。当一旦条件基本

具备。立即扶其上马，陈蔡水库就是这样建成的。

兴建一项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必然要牵动千家万户，更需要

大量人力(包括技术力量)财力和物力。回顾陈蔡水库兴建过程，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建库进程上，时起时伏，有得有失，表明了

困难不少。由于依靠群众力量，加上建库干部和技术人员的共同

努力。困难终于克服，水库如期建成。

陈蔡水库的建成，对处于浦阳江两岸的广大群众增加了不少

安全感，以往那种每当连续暴雨而惶惶不安的紧张心态从此有所

缓解，至于遇到干旱年景，也不愁江河断流，田地无水灌溉；也不致

严重缺水，影响工业生产和群众生活。

当然，兴建一、二个水库，作用固然不小，但并非就此可以一劳

永逸，高枕无忧了。由于诸暨地理条件的特殊，历来是灾害频仍的

——4_-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