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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县卧龙水电坫

隆吕县石盘濉水轮泵群提灌站

自贡市釜溪河橡睦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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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沱江、嘉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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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特大洪水；

尉为选县县城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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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钟水库大坝

玉溪河引水工程进水口

黑龙滩水库大蜘



9 32年雷胰r仃北碚澄江镇修建的石拱坝

姜诗孝泉池、位F今德阳市，东汉时期所建，距今已,柏'1800多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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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玉泉堰石碑，位于名山县境．建

于1902年。碑文是制定的用水冀理法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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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四川I省水利志》序

续俊海

《四川省水利志》的成书出版，是我省水利事业中一件有益

的，可喜的大事。读了这部志书，不仅使人对四川i水利的历史和现

状有所了解，而且对今后推动四Jil水利建设和管理将起到积极的作

用；深信一定会受到金省水利系统的各级领导和广大职工的欢迎，

也将使一切关心四川水利事业的人们得到欣慰。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古代的《史记·河渠

书》和《汉书·沟洫志》是我国最早的两部水利专志，以后还编纂

了不少水利志书。编修史志是水利事业上一项承先启后、继往开

来、服务当代、造福后世的千秋大业。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进入了建国以来的最好

时期， “盛世修志”亦是历史的必然。编写水利志不仅是地方志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水利部门的一项重要基本工作，有着重大

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

四川i水利资源十分丰富，但水旱灾害频繁，尤以旱灾为重。在

盆地内的广大丘陵和山区有“三年一小旱、五年一大早”之谚。四

川历史上几次大旱除成都平原外，几乎遍及全川，赤地千里，饿

殍载道。四川江河众多，有大、小河流1400多条．穿越金省腹心地区

的岷江、沱江、嘉陵江、涪江、渠江等，都曾发生过洪水灾害，冲

没沿河两岸的田园和城镇，使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水旱灾害，对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兴修水利．



改造河山，消除洪害，在我国历代都极为重视，看成是振兴民族，

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安邦治目的一项重要事业。

四川治永历史悠久，据有关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证实，早在公

元前22世纪就有原始的治水活动。由于有两千多年而历久不废的都

江堰，四川被誉为“天府之国”。在历史的长河中，各地兴建了不

少各种水利设施，如塘、堰、堤、闸、井、车等等，充分体现了古

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治水业绩。水是生命的源泉，人和一切生物都

离不开它。从历史观点看，人类社会得以发展到今天，人们得以获

取生活的幸福，正是由于不断地、正确地解决了水利问题。编写了

《四川省水利志》，就是前人和今人治水成功的指导思想和方法的

实录，足资借鉴，这是为子孙留下的宝贵财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省各地党和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

水利建设，取得了超越前人的业绩。总的说来是发展农田灌溉，提

高抗旱能力，促进农业增产；为工业生产和城乡人民生活用水，提

供了可靠的水源；治理江河、增强泄洪能力，基本能抗御普通洪水

灾害；积极发展小水电，为广大农村实现电气化提供了能源；修建

的大、小水库和塘堰工程，有大量水面为水产事业发展创造了条

件；开展水土保持，防止和减少水土流失面积，促进生态平衡：总

之，水利建设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三十

多年来四川水利建设发展也是曲折的，工作上出现过失误，走过不

少弯路。《四川省水利志》主要如实地记述了四川水利事业这一阶

段发展的经验教训，也就为今后更好地进行决策、做好水利工作提

供了有价值的借鉴。

编写《四川省水利志》的工作，从1 983年11月开始，大致用了

四年多时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步是进行编志的宣传、组织、发



一动工作，使各级水利部门和厅属单位的领导和广大干部，提高对修

嘴的思想认识，明确编写水利志、江河志、工程志的意义和作用，
实际是解决一个要不要编志的问题；第二步是学习和弄清有关编志

的基本知识，如志书的性质、体倒、内容、文风等，以及如何搜集

资料，拟定纲目、制定细则、掌握要领，重点是解决怎样编写的问

题；第三步是进入编写．审定的过程，这是志书成稿的关键阶段。

为了达到志书的质量要求和规范标准，编写内容要傲到观点正确、

史料翔实、详略适当、归属得体，才能写成一部成功的水利志。省

水利志编委会同志们感到这是一件难活、苦活、细活，事实也确是

如此。

为了积累核实资料，推动和指导各地编写水利志的工作，四川

省水利志编委会编印的《四川水利志通讯》，现已出版了14期，

共约200多万字，在介绍有关修志知识．提供资料、反映各地动杰、

交流经验和心得、探讨修志有关理论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编写《四川省水利志》，60年代初期即曾组织力量进行此项工

作，由于不久开展政治活动、机构调整等历史原因中断。虽未减

书，但积累了大量素材，为这次编志提供了宝贵资料。在这次编志

过程中，我省不少从事水利工作的领导干部，以及建国前曾在四

川工作过的老水利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积极热情撰写稿件、写回

忆录、提供史料、捐献文物；还有，厅直属各单位按照各自承担篇

章任务，安排专人收集、整理、撰写了大量志稿，在此《四川省水

利志》即将刊行之际，这些同志的工作都是值得感谢的。

水是与人类生活和生产关系十分密切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四

化建设过程．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

提高，人们对水资源的需求将更为迫切。从我省目前的情况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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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水利设施仅靛解央全省近一半耕地的灌溉问题，水力资源曲袭?

发利用则更低。而且已建水利工程由于历史的原因，有相当一部夯

标准低、配套差，病害多、尾工大，远未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按

照国家对国民经济发展提出的要求，四川今后水利建设任务还是长

期的、非常繁重而艰巨的，可以说是任重道远。愿《四川省水利

志》这部志书，能给四川水利工作者，给今后四川水利建设事业，

为我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大业作出贡献。

《四川省水利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水电部和省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的具体指导，再由于水利界的老前辈、专家、学者的关注，

又有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加上《四川I省水利志》编委会和编辑

同志们的努力，得以成书，在此一并表示深切谢意。

1988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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