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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一、本志上限为1 932年，下限至1 987年。需要追溯的古代水旱

灾情，未受断限的限制。

二、本志分章、节．．目三个层次，共18章70节，按本县五条主

． 要江河分区记述。

． 三、历史纪年沿用公历，在括号内注明各朝代午号，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只用公历。

四，本志行文中涉及人名，一般直书其名，不加职称。但为了

反映某一历史事实，适当用职称。

五，区、乡以下行政单位名称，仍用当年规定名称，不强求一

律。

六，本志文字的运用，除必须引用的繁体字外，原则上以中国

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的《简化字总表》为准。标点符号以1 951年国

家出版总局公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为准。

七，本志行文中的数字，按1986年12月31日，国家语委等七部．

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总的原则

是：凡是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而且又很得体的地方，均应使用阿拉

伯数，遇特殊情况可变通，瞧应力求保持相对统一。下列两种主要

情况应当使用阿拉伯数字：

l、公历世纪、年代、月、日和时刻。 1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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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记数．计量(包括正负数、分数、小数、百分数．约数

等)。 4位和4位以上的数字，采用国际通行的三位分节法，节与

节之间空半个阿拉伯数字的位置。5位以上数字，尾数零多的，可

以改为万、亿作单位的数。

下列情况应当使用汉字。

1．数字作为词素构成定型的词、词组、惯用语、缩略语或具

有修辞色彩的语句。

2．邻近的两个数字 (一、二⋯⋯九) 并列连用，表示概数

(连用的两个数字之间不用顿号隔开)和具有统计意义数字中的一

位数。 ．

八、本志以反映全县水利历史和现状为主，对于与本志有关的

跨行业内容，应尽量避免重复，越俎代庖。

九．对于一时难以统一的有关数据，则以专业部门的统计数字

为准。如林地面积，取林业局统计数字。

十、1988年8月30日，民政部民(1988)行批18号文， 批复吉

林省人民政府：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撤销九台县，设立九台市(县

级)，由省直辖，以原九台县行政区域为九台市行政区域。

因此，长春市水利志编审委员会主任办公会议决定：本志应定

名为《九台市水利志》。 ，

为了避免行文中同时出现九台县、九台市两个地名和九台县水

利局、九台市水利局两个单位名称，引起误解。故此，除变更书名

外，其余仍沿用九台县或本县、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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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保证率也不可靠。今后可以开发的水源，主要是松花江，其次

是局部地区的地下水。因此，开发水源的重点，应当由饮马河向松

花江转移；第三，坚持发展灌溉与治涝相结合。多年实践证明， “以

稻治涝”是行之有效的。这一条经验，，已被《九台县综合农业区划

报告》所肯定。该《报告》还根据这条经验，提出了从80年代中期

到2 000年的水利建设远景：对易涝耕地的治理，达到十年一遇治理

标准的要增加到43 333公顷，占全县易涝耕地的78％；发展灌溉，水

田面积要增加到30 333公顷，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1 5·48％。

当然，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由于受“左”的路线干扰，只

．一R——



追求建设速度， 不考虑客观条件是否可行，就兴建了9座中型水

库，14座小(一)型水库，39座小(二)型水库，94座塘坝；结果，

能利用的只有3座中型水库， 6座小(一)型水库， 1 o座小(二)

型水库，1 6座塘坝，其余都不能利用，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石头口门水库的工程质量也有问题，1976年经水电部检查，被确

定为全国37座大型险库之一。为此，水电部松辽委和省有关部门决

定用3年时问(1 987至1 989年)，对石头口门水库进行全面加固，

提高它的防洪除涝能力，确保下游农田灌溉。对长春市的日供水量也

可由1 o万吨增加到20万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不断改革生产关系

和上层建筑领域里束缚生产力的某些环节，使九台县的水利建设取

得了更大的成就：1 9 78年以前， 水利建设投资总额为4 300．1 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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