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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水电局机关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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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屏一级水库水面

成屏一级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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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屏二级水库

今日上江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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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昌县水利志》编纂委员会及编写人员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主 编

副主编

采 编

主 审

收集资料

制 图

摄 影

封面设计

华正良

梅伟建

范义勤 周 旭 华昌庭 唐秉中 陈汉权

范义勤

潘汉民

方来顺

梅伟建

城关水管站 湖山水管站 新路湾水管站

王村口水管站 黄沙腰水管站有关人员

胡立民

兰 蔚 项 军

周 群



序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农业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兴农先兴水，这

是历史的经验，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实践的深刻体会。

新中国建立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遂昌人民经过四

十个冬春的艰苦奋斗，水利面貌大变。金县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由建国

初期2 1％增加到74％，其中旱涝保收面积达38％。水利设施从简陋单

一发展到蓄引提相配套。在进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又充

分利用山区山高坡陡，溪流落差大，水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

小水电，使全县小水电装机容量由建国初期32千瓦发展到2．1 8万千

瓦。水利水电事业的发展，为农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保证，为促进

工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遂昌县水电局很重视《水利志》编纂工作，尊重事实，广征博采，

历经三度寒署，编写成《遂昌县水利志》。它如实地记载了遂昌县水

利、水电、水产事业的发展历史，积累和保存了大量资料、数据，颇

有地方特点、时代特色，为今后的工作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

我曾在遂昌县水电局工作多年，阅此志稿后，倍感亲切，略述个人之

见，以为序。

李治 华

一九九一年四月

注：李治华同志现任丽水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曾任遂昌县水利水电局局长，是遂昌县

最早的水利工程师，主持过遂昌县成屏一级水电站的设计与施工工作，完成过松阳县东坞水

库的设计与施工任务。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党的

四项基本尿则，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央

议》为准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分序、凡例、概述、大事记、正文(九章)、附录、后

记等七部份，采用横排竖写，彩色照片列居卷首，部分章节附表、图、

照片。

三、县境区域屡有变动，本志以1958年1 1月遂、松并县前和1982：

年1月分县后的遂昌县域为限，个别章节如水旱灾害按发生时的县域

记述．

四、本志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简称建国前)，

沿用当时称谓记述，在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后(简称建国后)，一律以公元纪年。

五、本志记事，上起有史籍记载始，下迄1989年，本着详今略古

的原则记述。

六、本志资料，建国前大多摘自清光绪《遂昌县志》、县档案馆

资料；建国后摘自县档案馆、县农水局、县水电局档案资料，以及民

间口碑、调查资料等。

七、本志计量单位的名称、符号均按19 84年国家规定执行，引用

的历史资料照原记载，一般不作换算。

八、本志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官职，均按当时习惯称呼。

九、本志地面高程除注明外，均采用黄海高程。

十、本志涉及的历史地名，采用原名，部份注今名。

十一、本志币值，按原历史资料记载，不作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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