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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原中共焦作市委书记)张国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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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河南省水利厅厅长韩天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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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位于豫西北的济源市、孟州市两地山岭区，历史上曾是个多灾多难的地

方，十年九旱，灾荒频繁，粮食年年“望天收’’，吃水贵如油，缺水是贫困的

根源。为了和干旱作斗争，古代劳动人民于秦朝就创建了引沁古渠，而且世

代相传，延泽百世，有着悠久的开发沁河水利的历史。

新中国诞生后，党和政府把水利当作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在中共济源

县委的领导下，50年代，进行了蟒河流域的综合治理，称誉全国，60年代，

为了进一步开发水利资源，决心新建引沁工程，继而发展为灌溉济源、孟县

和洛阳市吉利区的大型灌区。在建渠中，灌区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

除万难，劈山凿洞320处，跨越沟河215条，在崇山峻岭中建造了一条“人

工天河’’。济源是愚公的家乡，灌区人民发扬了愚公移山的精神，用简陋的工

具，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发展水利条件的精神，将永载我省水利史册，发

扬光大。

鬈引沁灌区志》的出版问世，如实记述了兴渠的发展历程和成就、效益，

必将起到“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

鋈南嘉第言届会大案委翥农孝委掣主曩 马德全
原河南省水利厅厅长 ”。一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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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人类最亲密的朋友。自然界钟灵毓秀，人类社会生存繁衍，离开水

则无从谈起。水利是农业的基础和命脉。纵观历史，从大禹治水到齐桓公解

决水利之争，从汉武帝治理黄河到曹魏通漕运，古代有作为的贤臣明君，无

不把治水作为兴农强国的济世良方。都江堰、大运河等一系列水利工程，则

是古代劳动人民同旱涝灾害抗争的历史见证。

新中国诞生后，党和政府更是把兴修水利当作富民强国的百年大计、千

年大计来抓。在毛泽东同志“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教导指引下，全国各地，

从淮河流域到黄河南北，治水大军浩浩荡荡，水利工程如雨后春笋。投资之

多，规模之大，成就之辉煌，直古未见。在这如火如荼的水利建设高潮中，深

受水旱之害的济源、孟州、吉利人民，也不甘示弱。60年代后期，浩浩荡荡

的引沁大军开赴太行山腹地，摆开向大自然进军的战场。在毛泽东思想指引

下，建设者们发扬愚公移山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流血牺牲，在

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硬是靠双手和镐钎，一点点，一段段，在崇山峻岭中建

起一条举国闻名的“人工天河"，堪称河南省水利发展史之奇迹。

引沁灌区在修建与管理过程中，得到原中共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刘肖

林、王九书、牛立峰、纪涵星、郝玉门、刘振岐，公署专员张超、胡景春、孔

茂山，中共焦作市委书记武守全、范钦臣、张国荣、刘其文，市长郭安民、徐

明阳、黄海嵩等领导及河南省水利厅，原新乡地区水利局，焦作市农经委、水

利局等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怀，并多次亲临灌区视察指导工作。在此谨

代表管理局全体干部职工及灌区人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l

《弓1 C6C'灌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真实地记

述了愚公家乡儿女30年来建设灌区、管理灌区、发展灌区的全部过程，图文

并茂，内容翔实，既是一部珍贵的水利志书，又是一部对后人进行艰苦奋斗

教育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好教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自1991年11月开编，到1998年3月终审稿敲

定，历时七年有余，其间采编人员跋山涉水，访知情人士，阅众多史料，精

心锤炼，五易其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艰巨的劳动，可谓“十年磨一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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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采编过程中，得到的广泛关注和支持也不多见。上至厅、局领导

及专家学者，下到干部职工、农民群众，都直接或间接地为该书提供了许多

重要的史料，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此书是一切关心该志编写的同志和引

沁局干部职工团结协作精神的结晶。

虽然在编写过程中遇到过许多困难，《引沁灌区志》经过七年多的孕育，

终于在引沁局30年大庆到来之际，踏着春天的脚步，和着喜庆的鼓点问世了。

在即将出版之际，廖作此文，以示祝贺l

塞繁编I僦警蓑吴克敏焦作市引沁局局长 一～一

一九九八年三月



凡 例

一、《引沁灌区志》是一部灌区专志。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

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求实存真，突出灌区

特色。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全书以志为主体，辅以述、记、考、图、表、录、照片等，采用章

节体结构，按横排门类，纵述始末，纵横结合的方法编纂，重点记述工程兴

建与管理。

三、本志上限起自1965年，下限断至1994年，个别内容适当上溯或下

延。

四、本志除弹用古文献外，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体，除《概述》外，一

般述而不论。

五、本志文字以1964年国务院批准公布的简化字为准。标点符号以1990

年3月国家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新闻出版署修订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为

准。

六、本志计量单位，以198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

量单位的命令》为准。其中农田面积用亩，重量用公斤、吨，其余用公里、米、

平方米、立方米、立方米每秒、米每秒、千瓦、千瓦小时等。数字以阿拉伯

码为主，除统计表中数字外，5位以上加词头“万一或“亿’’，如：50000米

可改写为5万米。农历年、月、日以及非统计性绝对数字一律用汉字。

’． 七、地面高程采用黄海系统。

八、本志在机构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并用括号注明简称，以后用

简称。

九、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朝代和民国纪年，加括号注

明公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纾、“建国后’’，一些专用提法

按历史事实记述。公元前及公元1000年以前纪年冠以“公元前"和“公元"；

公元1000年以后者，不加“公元"二字。

十、行政单位称谓，1958年至1983年期问，县以下一律按公社、大队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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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lO月——

组 长：雷德胜

副组长：马克继李进英史家奎赵立伟

成 员：唐建康卫久生张开学狄明道郝中心

卢晓军杨择道 ．

顾 ’问：刘有惠秦德茂李建伟

特约顾问：李传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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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沁灌区志》编纂及特约审修
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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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贝：

主 审：吴克敏

编 审：马克继

主 编：唐建康

副主编：杨择道孔建春、

编 辑：唐建康(1993年9月——)

李丙乾(1991年11月——)

李建伟(1991年11月——1993年10月)

杨择道(1991年11月——1994年5月)

张爱民(1991年11月——1994年12月)

孔建春(1994年4月——)

特约审修员：

夏邦杰：河南省水利厅史志办原主任

王廷梅：河南省水利厅史志办编辑

杨慧淑：河南省水利厅史志办编辑

丁成之：河南省水利厅高级工程师

陈耀曾：河南省水利厅原副总工程师

张汝翼：黄河志总编室主任编辑

郭慕夷：黄委会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徐思敬：《黄河河政志》主编

林观海：黄河志总编室主任

周丙申：孟州市南庄镇政府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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