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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水乃生命之源，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水利在人类发展史中占有特殊的

地位。据《汉水·后永传》载，“尧遭洪水，天下分十二洲"。夏禹王用“左准绳，

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洲，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按水的流走态势将十二

洲更改为九洲，大规模地开展治水活动，使九洲无不被禹泽，除水患，益农殖，

兼及航运、灌溉，遂以统一中国，定鼎中原。管子说道：“善为国者，必先除五

害"。所言除五害就是以治水为先。历代政权的存亡、社会的兴衰，多与治水

工作的兴废相关联。凡水利兴，则水旱灾害就减少减轻，五谷丰登，社会生产

力得到发展。忽视水利，则灾害频繁，民饥国衰，社会动荡不安。纵观社会发

展史，此类例证不胜枚举。

东至县是由原东流、至德两县珠联璧合的。古有“尧舜之乡”传说的这块

土地，素有“江南鱼米之乡"之美誉。但其境内山峦起伏、临江伴湖的特定自然

环境，使其又是一个洪、涝、旱、渍等灾害频繁的地区。1949年前，境内水利薄

弱，屡受洪涝旱灾，县城尧渡一遇洪水街道就行舟。较大的水旱年，就发生漂

民庐，田禾湮，民相食，哀鸿载道，国不泰，民不安。新中国建立时，历史遗留给

我们的是河道淤塞，堤防残缺，塘堰失修，旱则遍地生烟，潦则民居漂没。这里

也是血吸虫病重疫区，见到的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1949

年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东至人民，一次又一次开展大规模治水活

动，筑堤防，修水库，建泵站，治河流，防治水土流失，解决民众饮用水。1975

年尧渡河中下游治理工程，是我县治水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举措。1998年长江

流域大水后，长江干支堤大规模、全面的加固工程，使东至县水利事业跨进了

一个崭新的时期，标准化的江堤以气势磅礴的雄姿，更新改造后的座座泵站以

现代数字化气息展现在人们面前，历史将记录这一页。建国后的57年，水利

事业的辉煌成就，推动了全县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水的社会效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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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与日俱增。

恭逢盛世，政治清明，民安物阜。编修《东至县水利志》，为后代留下“前有

所稽，后有所鉴’’的治水史料，是大有裨益的。东至县历代没有水利方面的专

志，清嘉庆《东流县志》和宣统《至德县志》中记载水利也很少。这次东至县水

利志编写组的同志，尤其一些年过花甲的老同志，凭着对水利事业的执著和热

忱，不辞辛劳，历时两年多，搜集、查阅、整理、考证了大量历史资料，几易其稿，

一丝不苟，勤奋耕耘，始成此书。这部《水利志》，记述了各个历史时期水利事

业发展兴衰的过程，具有连续、系统、全面的特点。在记述中，主要记述历代劳

动人民治水活动，反映当代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以“愚公移山"的精

神，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英雄气概，探讨古今治水的经验教训，对当代和今后

水利建设将会起着参考和借鉴的作用。

治水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现今人们正践行着可持续发展水利思路，践行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这无疑昭示入水和谐的正确选择与今后发展方向。

人水和谐，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水利工作提出的客观要求，也是人类治水

的理想境界，更是广大水利工作者孜孜以求的最高目标。作为水利人理当肩

负这一历史使命，它任重而道远，需要许多代人的不懈努力。我们要以史为

鉴，以水为镜，矢志不渝地大写蓝图，再谱华章。

谨此为序。

王志国

二Oo六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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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纲目按概述、大事记、章、节、目排列，共11章、36节。志、记、图、表、照片并

用。大事记，主要采用编年体，适当用记事本末体记述。以类系事，以事立章，分章、节、

目、子目四个层次，横排纵写，略古详今，略远详近。

二、本志上限依据史料，据实上溯，下限断为2005年。

三、本志记述，用语体文，记述体，规范简体汉字。引文按原文，加括号。

四、纪年方法，建国以前的历史纪年，用当时纪年方法，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公元前

及公元1000年内的纪年一般加“公元”。历史朝代的年、月、日、干支纪年用汉字表示。

五、各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及地域名称，均按当时名，必要时外加注今名。志中“建国

前99,,66建国后”，均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成立后。凡简称“党”、“党委”、“县委”、“省

委”的，均指中国共产党所在组织。凡称“政府”的，即指人民政府。1958年前，东流、至德

两县，均沿用各历史时期的名称，1958年后所称“县”均指“东至县”。

六、本志所用标高，除注明外，均以吴淞零点基面为准。

七、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市(地)、县及县水电局的档案资料，有关史志、报刊，有关人

士的回忆材料和调查资料，并经考证核实，引用中一般不注明来源与出处。数据均为县统

计部门和县水务(电)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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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锫基总理1999年7月26日在东至J一丰圩湖堤上，对抢险干群说：“希

望大家把这个堤一定要保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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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3月1 U东垒县承电局更名为“末董县水务局”。照片为糸享县永务局成矗

时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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