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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关于《马关县水利水电志》出版发行的批复

(马志委发【2000】l号)

2000年11月11日

马关县水利水电局：

你局报来《关于<马关县水利水电志>出版发行的请示>及志

稿收悉。经审查，我委认为，《马关县水利水电志>观点正确，资料

翔实，体例完备、文风端正、为保存史料，资治当今，启迪后代，同意

<马关县水利水电志》付印出版。



序

编吏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千

秋大业。马关县水利水电局遵循中央编修方志的指示精神，按县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部署，于1985年成立了<马关县水利水电志>

编纂领导小组，组建了编纂班子，开始了志书编写工作。经过多年

的艰苦努力，四易其稿后呈送马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

室审验，因诸多原因未能获准付梓出版。

1999年12月，我奉调于县水利水电局供职，因多年从事农村

工作，对水利电力建设事业还很生疏。为对全县水利水电建设事

业成就有粗略的了解，找出全县各族人民建设水利水电的历史轨

迹，我读了田庆虎、梁明英、周定国3同志编纂的<马关县水利水电

志》送审稿。志稿以翔实的资料记录全县人民和水利水电建设工

程人员艰苦奋斗创造出的光辉业绩，读后使我心情振奋，鼓励着我
们必将志稿编纂整理出版，完成我们应该履行的职责。送审稿虽

然有翔实的资料，但还存在着体例、语言和缺项等方面的弊病，倘

若草率出书，难免会以讹传讹贻误后代。为了修出一部名传千古

的信史，局机关调整充实了鳊纂领导机构，聘请退休教师栾兴阶担

任主编，对送审稿进行删改增补。

志书按照体例要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

法，坚持详今略古原则，融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为一体，实事求

是地记录了全县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水利水电建设的重

大成就。到1999年，全县拥有各型各类水利设施4226件，有效灌

溉面积12．76万亩，解决近17万人和5万头(匹)大牲畜饮水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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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有水力发电站12座，装机26

124个村公所(办事处)全部通电

78025户，通电率迭98．56％，这是

志书展示了马关水利水电建设全貌，热情讴歌各族人民以及水利

水电建设工程技术人员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英雄品质争伟大精

神，具有一定的边疆特色和时代特点。对于资治、教化、存史有一

定价值，为今后马关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提供了一定依据，对全县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必然会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编修志书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程，编纂人员大部分是年近花

甲或年逾古稀的长者，他们不顾病魔缠身体质赢弱专心致志查阅

档案。伏案写作，这种精神使人钦佩。本书在编纂过程中得到州、

县地方志办公室的大力支持和有关人士的大力协助，值此向他们

一并表示真诚的谢意。

马关县水利水电局局长陈子品

2000年6月28日

2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客观地反

映历史的本来面目。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用横

排竖写的方法进行记述，必要的表格插在有关部分之内。大事记

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编写。

三、本志一律采用语体文，引用史料照录原文。书写历史资

料，只要不影响原意都用阿拉伯数字书写，表格中的数字一律使用

阿拉伯数字。

四、本志上限清朝乾隆五年(1740)，下限1999年12月。坚持

“存真求实”和“详今略古”原则，突出本县水利电力建设的特点，重

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成就。

五、本志资料取自档案馆和本系统文书档案、科技档案以及口

碑资料。并参考民国《马关县志》和清朝《开化府志>、《云南通志>

等文献典籍，数据主要取自县统计局的年报统计资料。

六、本志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官职称谓，均按各时期的惯

称书写。各个历史阶段的国号、政权名称，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后

用简称。度量、重量单位用公制书写。

七、本志时间记述对历史朝代纪年称号，一律沿用通称，并夹

注公元年份。1949年以后一律用公元纪年书写。涉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前、后事件的时间概念，写成“建国前”或“建国后”。

八、科技专业词语、专业术语、专业符号，按国家现行规定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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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志记述时涉及的地面海拔高程，均以黄海水平面为基准

零点起作计算。须用假设高程的地方，文中给予注明。

十、本志使用的县内地名，引用时照用原名并夹注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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