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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它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大局，社会的

安定。李鹏总理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

调- 矗为了保证农业丰收，必须十分重视搞好农田基本建

设，加强江河治理，提高抗灾能力，尤其要确保大江大河防

汛安全"。中央领导人在各地视察期间也曾多次强调这一问

题。这充分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对农田基本建设非常重

视。‘益阳市水利志>的问世，将为益阳市今后水利建设的

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益阳市水利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采取科学的，实事

求是的态度，对益阳市的自然地理、水资源、水旱灾害和历

代劳动人民为发展生产、征服自然所进行的农田水利建设以

及水政管理等作较为详尽的记述。志书选材广泛而真实，记

述详略得当，文字流畅。笔调轻松，语言朴实而生动，是一

部较为通俗的历史读物。

人类在自己的历史长河中为求生存和发展，治山治水。

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但就益阳市而言，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无论是规模和速度，都远远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因

此，有必要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来一个重新认识，重新把群

众性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活动在全市范围内扎扎实实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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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为振兴益阳经济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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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采用意，节体，细目以下用黑体字标记或分段

记述·

二，书中述，记志，传，并用图表穿贯其间。

兰、行文遵循当代志界统一规范。记述方法按事经时

纬，以达到记事本末为目的。

四，断限的上限为1911年，下限为1986年，个别事件不

受限制。

五，志书中地理名称，历届职官，均用当时习惯称谓。

古时地名，单位在括号中注明。

六，书中资料及数据，大部分源自档案材料，少部分系

编者调查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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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益阳市地处洞庭湖平原，资水尾阎，气候温和。雨量充

沛，河湖沟港密布，水利资源极为丰富。1986年全市辖6个街

道办事处，7乡，2镇，总人口37．46万，其中农业人口20．87万

人，耕地面积22．17万亩，湖泊沟港水面3．7万亩。农业动力

机械和水利设施较为齐全，农业总产值7000万元，粮食总产

量11．21万吨，蔬菜以及农、林、牧、副，渔各业都有较大

发展。交通方便，商业繁荣，为湘中门户，洞庭湖商品粮基

地之一，素有“渔米之乡一美称。

益阳建城有二千二百多年历史。新中国建立以前，益阳市

人民在抗御自然灾害的历程中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付出了重

大代价。由于自然、社会及技术等条件方面的原因，受生产

资料所有制的限制，水利时兴时废，加上水旱灾害频繁，人

民长期处于贫困之中，水利事业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抗

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低。“三滴麻雨涨大水，三日无雨田开

坼一是旧益阳农田水利设施的写照，大部分农田是。天水

田一，旱涝保收面积不到总耕地面积的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视

水利为农业之命脉，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开展群众性的大办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1'950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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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结合土地改革，恢复家园，积极修复溃损堤垸，并加高

加固，清隐整险，堵流合并大小堤垸，减少修防任务。大力

整修、改建和新建山塘河坝，为提高抗御水旱灾害的能力打

下了良好基础。

1956年以后，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解放了生产力，广大

人民群众大搞以抗旱和防洪排涝为主体的水利建设。从1956

年在杨林坳乡新建三座小(二)型水库开始，至1966年

止，仅十年时间就兴建3l座中．小型水库，每年冬季还出动2

～3万名劳力加高加固防洪大堤，提高堤垸防洪标准，年平

均完成大堤土方近60万立方米。在机电排灌方面。1956年开

始使用煤气机排灌。1957年动工兴建当时全省第二大电力

排灌站一接城堤电力排灌站后，继又经过了1964年开始的
“三年电排歼灭战”，至1966年共新增各种型号的内燃机抽

水机75台套，功率2975马力(折合2189．6千瓦)I电力机埠38

处，装机58台，容量3478千瓦，扩大排灌面积8．71万亩。但

这一时期，由于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忽视工程质量，

多数工程存在渗漏，滑坡和开裂等病害。有的则配套不完

善，效益较差。

1966"--'1978年，水利建设主要是综合治理，加强工程配

套和大搞田园化建设。市郊湖区先后建成一批。道路成行、

田土成方、渠道成网、树木成林，管理方便一的田园化样

板，丘岗山乡则把一些旱土和坡地改造成梯田。建设的标准

由解决一般性水旱灾害发展到建设旱涝保收农田。但这一时

期，由于机构瘫痪，水利管理和规章制度等曾一度受到破

坏。有的水利工程项目缺乏实地调查，片面追求大而全，收

效甚微，大搞田园化建设，盲目围湖造田，顺坡开荒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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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部分地区生态平衡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1979年，广大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水利工作在搿讲

究实效，加强管理，搞好配套挖潜，开展综合经营"方针的

指导下，更加稳步发展，管理也更趋完善。截至1986年，益

阳市郊农村有大小堤垸6个，大堤长65．47公里，大堤涵闸

(管)85处，塘坝3318处，蓄水量1242万立方米，中。小型水

库33座，蓄水量3237．7万立方米’各种型号的动力排灌机械

1555台，9925匹马力(折合7304．8千瓦，包括村民购置的各种

小型多用机械)，电力机埠136处，装机189台，总容量9988千

瓦I各种大小渠道174条，长度436公里，以及各种渠系配套

建筑物502处，打井100余口，还发展了喷灌及水轮泵等。上

述这些水利工程的建成，提高了抗御水旱灾害的能力。使全

市农田(土)有效灌溉面积达到16．13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72．77％，旱涝保收面积13．3万亩，为1949年的6．65倍。虽然

如此，对抗御较大水旱灾害仍有差距，如堤防险工险段多，

有41．95％未达到2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排灌工程有的未配

套或配套不全，不能发挥应有效益l有的存在不同程度隐患，

长期带病运行，有的管理不善，水利设施遭到损害。上述教

训和问题是益阳市郊今后水利建设中应当认真吸取和解决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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