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维哥尔自治区地方士

新疆人后拔欣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丛书

叶尔羌河流域水利志
《叶尔羌河流域水利志》编篡委员会

主偏李进淮

新疆人1. 1. )供必



责任精髓张权赵燕秋周霞

回书在版编罔 (CIP)擞掘

叶尔羌间流域水利志/((叶尔羌河流域水利志》编委

会编，…宁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8.4

(新疆地方志从书)

ISBN 978… 7一 288-08669-6

1 .叶… n .叶… m. 叶尔羌河一流域一水利史

N. TV-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宇 (2008)第 050812 号

新醺娥哥尔自治区地方志丛书

叶尔兑~战城j~创 ït.

《叶尔羌阿流域水利志》编篡委员会编

编李进淮

新瞌人民出版社

乌鲁水齐市解放路 348 号 邮政编码 830001 

新疆地方志照排中心照排

新疆地矿彩印厂印刷

787 X 1092 毫米 16 开本 57. 625 印张 30 彩插 1 450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l 次印刷

印数:1 3 000 册

ISBN 978-7 … 288 … 08669 … 6 定价 :380 元(人民币)



《叶尔羌河流域水利志》编审机构及人员

叶尔羌河流域管理局水利专志编篡委员会

(2006 年 1 月 17 日成立时组成人员)

主任:李平

常务副主任:依比布拉·克里木毛拉

副主任:杨杰

斯马义·牙合甫

委员:李振纲

吐尔洪·尼扎买提

玉买尔·木沙

何长德

阿德尔·木沙

张玉平

长新

喻少平

买合木提·实实提

蒋春桥

阿吾提·沙吾提

李进淮



《叶尔羌河流域水利志》编慕办公室组成人员

主任:李进淮(兼) 2007 年 2 月~

资料员:陈光华(聘用) 1999 年 9 月至 2006 年 12 月

《叶尔兑河流域水利志》编黎人员

主 编:李进淮

特邀编辑:瞿继龙

资料编辅:陈光华

《叶尔兑河流域水利志》资料提供人员

瞿继龙祝向民张权李进淮龚方润 齐映 3之 何长德

张建闺 刘业农马样义徐晓栋蒋春桥买合木提·买买提

刘旨霄 买买提明·热一木钱若洋 陈光华周 凯孙启良

周会卒 常卫平程仲雷 阿吾捉·沙吾提伍蕾 蒋文竿

周丽君王莉华范静夹伶俐戚文精唐青青高建干

玉为勤学东明 神卫华马越竿 吉永竿木明·亚生

余小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叶尔兑河流域水利志》参加初稿审稿人员

学平依比有拉·允里木毛拉瞿继龙杨杰

斯马义·牙合甫 李振刚 吃戈尔洪·尼扎买捉 张玉平

玉买尔·木沙何长德、喻少平 张建国 阿吾提·沙吾捉

买合木捉·买买提蒋春桥 阿德尔·木沙 买买捉明·热一木

米仁莎·木太里甫玉乐王长新刘旨霄程仲雷

艾尼瓦尔·阿不都热一木

《叶尔羌河流域水利志》提供资料单位

叶尔羌河流域管理局 小海子水库管理处 前进水库管理处

叶城县水利局 泽普县水利局 莎卒县水利局 巴楚县水利局

麦盖提县水利局 岳普湖县水利局 牌楼农场 青克里克农场

农五师四十二困农场 克拉克勤农场

塔西南石油天然气开发公司

《叶尔兑河流域水利忐》审查人员

特邀行业主审瞿继龙李平龚方润

喃什地区史志办主审李宏

新疆维哥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篡委员会通志工作处主审 张权



《叶尔羌河流域水利志》审定验收单位

中共喀什地区叶尔先河流域管理局党委

喀什地区叶尔羌河流域管理局

喃什地区地方志编篡委员会

新瞌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篡委员会



Jf…. 1 • 

序一

4凡向民①

叶尔羌洞，新疆的第二条大坷。她掘远流长，浩浩荡蔼，一泻千里，孕育了

生命、孕育了绿洲，孕育了叶尔苑河流域的荣丽、商饶和文明。

早在两千多年前，叶尔羌问巳为劳动人民所开发。儿皮春秋，儿度沧桑，流

域内的各族劳动人民和水利工作者们坚韧不拔，辛勤耕耘，既饱尝了叶尔羌河

赐予的甘甜和离悦，义历尽了洪水、于早、盐碱、风沙的磨难和艰平。

新中国的成立为叶尔羌河流域的开发建设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改革开放

为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古老沧桑、负重的叶尔羌问重新焕

发了青春。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的领导关怀下，流域各族人民和水利工作者

们，继往开来、前仆后继、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开展了大规模的灌区改造和以

水利为中心的"五好"建设，引进外资实施了世界银行塔里水盆地农业灌溉与

排水项目工程，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又展开了塔盟木河流域叶尔羌河综合治

理项目工程和农村人商饮水安全及水库除险加回工程建设。喀群渠酋及东西

岸干柴、喀群电站和输变电工程、小海子水库及灌区配套工程、下坡地寻|水枢

纽工程、叶河中游渠首及配套工程等诸多骨干工程的兴麓，加之完静的流城管

理体制机制、和谐的用水管水环境以及高新节水灌溉技术的推广和水利管理

现代化加速进程，使叶尔羌河流域旧貌换新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

的叶尔羌河流域已拥有 750 余万商灌概因积，引、富、输、耀、排初步配套，组

济、社会、生态趋于协调发牒，成为位居全国第四的特大型灌区，在喀什地区乃

①Ff一作者现任新疆维苦苦尔自治区水利厅副厅长。曾任叶尔羌问流域管理处处艇，喀什地阪行将副专员，增型

水M流域管理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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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疆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和谐协调发展中扭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期间，

一代代叶河水利工作者们为之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为流域的建设和发展

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辉煌的业绩需要记载，伟大的精神需要传承。《叶尔羌河流域水利志》正是

对有史以来开发、建设、治理叶尔苑河的历程、ill'.绩、经捡、教训以及一代代水

利工作者的精神风貌的苟真和纪实。

《叶尔羌河流域水利志》的编著者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方法，以历史为依据，坚持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本辛辛

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子孙脂代负责的态度，不辞劳苦、广征博采，笔耕

十裁、六易其稿。在搜集整理了 250 多万文字资料和 3 000 多张卡片资料的基

础上，最终编著究成了这部拥有 140 余万字、 16 编、 54 章，内容涵盖了流域问

道水系、灌区、自然环境、水资源、水利管理、工程建设、防洪抗旱、农田水利、水

产养殖、电力生产、流域规划、科技工作、水利机构、党群组织、治水人物等方方

面面的志书。从而为流域水利工作者和 190 多万各族人民做了件泽被后世的

大好事。

这部志书既是对叶尔羌河流城开发治理光辉历程和对开拓治理者业绩的

讴歌和弘扬，又是流域各族人民拼搏、创业精神情感的凝聚和结晶。它对我们

今后了解、认识、研究、开发和振兴叶尔羌河流域将是→个很好的借鉴。

千帆竟发，百自可争流。在这人类文明大发展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

我们将用叶尔羌河这支饱蘸风采华章的笔，把叶河流域描绘得更加绚丽多姿，

更加灿烂辉熄。

…切为叶间流域奋斗过的人将7)<.垂青史!

祝叶尔羌河流域繁荣兴旺、蒸蒸日上!

2007 年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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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平① 依比布拉·克里木毛拉⑧

在祖国遥远、遥远的天际，在冰封霄飘的帕米尔高原南侧喀喇昆仑山麓，

在世界第二肖峰一一乔戈尔峰等连绵不断的雪岭冰峰之上，寒冷孕背着 2 689 

条现代冰川，在总面积 5 574 平方公里的晶莹剔透的冰川世界里，蕴储着 662

立方千米的极其宝贵的生命源泉。这座大自然用鬼斧神工创造出来的团体水

库一一每当烈日和骄阳照耀着她美丽的回庇，温暖抚慰着她跳动的心芳时，她

便愉悦的融化出成大或小千丝万缕的绢绢细流，融合贯通，汇聚成一条川流不

息，迁回曲折、气势磅瞒的大问 o 她越摩跳涧，勇往直前"风簸浪颠别夭框，直到

牵牛织女家"。这条充满着种种美丽传说的大河，就是被远古时代、中国地理学

家誉为黄河源头、穿越过 6 万平方公里商山峻岭，流淌出 4 万平方公盟平原锦

洲的母亲问一一叶尔羌问!

叶尔羌河，新疆的第三大河流，她浩浩葫蔼，奔腾呼啸，一泻千里，直指塔

里木河，行程达 1 078 公里 o 其流城面积以新疆第一的位置雄属于全国第四大

灌区。

叶尔羌河流域位于亚欧大陆腹地，处在素称世界死亡之悔的塔克拉大沙

模的四缘。这盟逃离海洋，微弱的眼润空气被三四环绕的南大山脉紧紧阻隔，

干早缺雨，平原区年降水量仅 40---- 50 毫米，蒸发量却高达 2 000 多毫米以上 o

在这极端干早的大陆性气候区，如果没有巨大冰川孕育出来的叶尔羌河，这里

也将会变成漫漫的黄沙戈壁，成为死亡之悔的一部分。正因为有了叶尔羌问，

①学平.现任nt尔羌河流域管理局局伏，党委副书记。

③依比;(Pt盘·克思水司马校，现任叶尔羌?可箭双同党~书记、副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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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才有了绿洲、有了生命、有了数千年的人类文明，有了绚丽多彩、五光十色

的人类民族文化。

叶尔茹河嫌洲是新疆维哥尔自治区境内最大的一片绿洲。也是→个古老

的绿洲，自西汉神爵工年(公元前 60 年)中央政府在乌垒设置西域都护府时

起，叶尔羌河流域就成为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嫌洲国军只由南向北虽

带状分布，南北长 500 公里，东西宽 50----80 公里，与塔里木河连接后成为绵延

1 700 公里的塔里木盆地西北边缘的一片绿色天地。

叶尔弟河孕育了叶尔羌?可操洲，也由于冰川和季节的关系事育了她暴烈

的性格和脾气，她这种喜怒无常的秉性，给流域人民带来了无尽的阜洪灾害 o

叶尔羌河是一条事节分明的河流，每年初春，由于寒冷高山的冰霄未融，河水

的流盘极小，最少时流量甚至低于 30 立方米每秒，因此常常造成极其严重的

眷阜;而每到夏季，冰雪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大量融化，加之有时冰川阻寨湖溃

决或暴雨，每到这时，叶尔苑河的洪峰流露常常位届全踊各大河之首，造成严

重的洪水灾害。在流域有人类历史的搜仅岁月里，由于历代统治者对河流缺乏

治理，叶尔羌闷在造福于绿洲的问时，也给流城人民带来了深蠢的灾难。干旱、

盐碱、风沙、洪水伴随着流域人民走过多少灾难深重和艰难困苦的岁月。直到

新中国建国前夕，流域人民还挣扎在水深火热的死亡线上，长年累月过着衣不

蔽体、食不裹腹的苦难生活，全流域仍处在封闭式的自给性的帮后的传统农业

经济阶段。据 1949 年临解放时的统计，全流域 1949 年底总人口 76.2 万人，耕

地因积 285. 18 万亩，人均 3. 7 菌。主要农产品粮食总产 141 500 吨，人均 85.5

公斤，棉花 2 065 吨，人均 2. 7 公斤，油料 3 095 吨，人均 4. 85 公斤，牲裔

118. 12 万头，人均1. 55 头。生产力之低下，人民物质基础之辞弱，生活条件之

匮乏，由此可见一斑。

新中罔成立后，在中罔共产党的领导下，流域人民意整就坤，治理叶河，兴

修水利，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水利建设的商潮，使叶尔羌间流域旧貌换新酬，发

生了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变化。 1958 年，流域水管机构叶尔羌河流域管理处

成立，从此开始了系统的、有计划的、统…的流域水利规划、开发和建设。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流域灌区人民展开大规模的以水利为中心的农村五好建设

工作。这次大规模的建设使原来分散零乱的土地，改建成块块藕齐的条回，大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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嚣的土地平整既方便了机械耕作，也节的了用水。紧接着，流域人民在党和各

级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抗干毕、御风沙、改盐碱、治洪灾以及兴建水电蜡的建

设工作。同时大力兴修水利，实施旧灌区改造，修水库，挖水渠，兴建渠首，修建

永久、半永久和临时性防洪工程及引水枢纽。撤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流域的

水利开发建设巳初见成效，使流域的经济有了较大的飞跃。据统计到 1988 年

底全流域灌概面积已由解放前夕不足 300 万亩增加到 522 万商，流域人口已

由解放前夕的 76.2 万人增加到 137 万人;流域工农业总产值达99 000万元。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在中央和自治区的关怀下，在流域地方政府和水利

部门的努力下，一项世行贷款期达 20 年、贷款额约合6 000万美元，国内配套

资金按当时汇率为 2. 62 亿元的项目建设在全流域内展开。 这项规模宏大的水

利开发、治理建设，给流域经济带来了较快的发展和较好效益。 1996 年项目实

施完成后，项目区粮食总产量由立项时的 62.27 万吨达到 74.79 万吨，棉花白

立项时的 5. 36 万吨达到 15.58 万吨，农村人均纯收入由立项时的 400 元达到

1 017 元，由此可见此项目的实施和完成为叶河流域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2002 年元月，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塔里木河流域近期综合治

理叶尔羌河流域节水《五年实施方案》扁动，总投资达 22. 133 亿元，其中地方

系统工程投资 18.728 亿元，兵团系统工程投资 3. 405~亿元。这些节水项目包

括新建中游柴首，会并该提酋以下 8 条引水龙口和柴首配套麦盖提总干柴，中

游西岸总干渠等。改造总干渠 7 条，改造干渠 60 条，改造支渠 54 条;高效节水

灌慨 13.88 万商，打机井 789 眼。同时对叶尔羌闲下游问道疏液。截至 2005 年

底，已完成叶尔羌河东岸输水总干渠节水工程、西岸输水总干渠节水工程、在F

车勿甫总干渠节水改造工程、叶城肖塔总干渠节水改造工程、苏库巳楚放水渠

节更/(改造工程、 1平曾波什坎木提节水改造工程、麦盖捷克孜阿瓦提提节71<改造

工程、岳普湖老卡纳渠节水改造工程、农三师小海子水库中干渠节水改造工

程，前进水库放水渠节水改造工程等共 15 项节水改造工程和节水项目。这些

节水改造工程和节水项目的建成，使流域的水利建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给

流城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经济效益 o 截至 2005 年底，流域灌溉面积达 736 万亩，

总人口 195.2 万人，工农业总产值 843 396. 21 万元，粮食总产最 115 685.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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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棉花总产量 280 660.67 吨，油料总产量 3 088.5 吨，牲畜存栏总头数

473.62 万头。流域人民已基本摆脱了贫闹，解决了翻饱，正充满信心和希望的

边步在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康壮大道上。

叶尔羌河经过 50 年的规划、治理、开拓和建设，整个流域内现拥有总干渠

以下各级渠道 62 120 簸，总长度达 65 294 公里，拥有喀群引水枢纽、民生煤

首、江卡架首、红卫渠酋等 9 座。拥有苏库恰克、依干其等水库 24 座，有效库容

达 10.89 亿立方米。拥有小型水电站 10 座.总装机达 5.39 万千瓦，流城水利

工程建设巳形成规模。

经过 50 年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叶尔羌河流域管理局现已发展成为一个集

水利管理、工程管理、规划管理、工程建设、企业管理、科学研究为一体的流域

管理机构，正形成以水利科学为第…生产力的格局，朝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开拓进取。

新中国成立近 60 年来，尤其是流域管理周组建 50 年来，叶尔羌坷流域的

水利建设是灿烂辉煌的，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流域人民改天换地、改

造河山、兴修水利，使解放前一穷二白、贫穷帮后的流域如今流水潺潺、绿阴阻

地、商肥禾壮、瓜果飘香， I日貌变新颜。适值叶尔苑河流域管理局(处)成立 50

周年华诞来临之际，在局党委的领导和管理局的主持下，我们篡修了这部《叶

尔羌河流域水利志))，以此向叶尔弟河流城管理局成立 50 周年华诞献礼，并以

此献给流域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为流域水利事业作出杰出货献的耕耘者们相

水利工作者们!他(她)们的伟大业绩将永垂史册!永昭流域!

茫茫叶尔羌、千盟到天固，叶尔羌河流域的水利建设，似一颗璀珠夺目的

明珠，以其辉煌的业绩和灿烂的光芒、闪烁在槌罔遥远的四北边障。这块富饶

美丽的绿洲沃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以崭新的姿态融合于祖国和世界

和事、和谐、进步、发展的洪流之中，永远繁荣晶盛。

2007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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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权①

叶尔羌河是新疆的一条大河，古人…度认为它是黄河的上濒。《尔雅》曰:

"河出昆仑虚" , ((山海经》亦云"东望浏洋，河水所潜也。" ((汉书·四城传》则

明确记载: (西城)"中央有河......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阔……东住

满目梅。……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问"Ë 0"以上所列，皆指今叶

尔羌间为黄河上源，虽为不经之谈，但 2000 多年来此说被各种文献典籍载录

则不胜枚举。迄至清代，徐松撰《西域水涌记》仍持此说，可见其影响之深远久

议。究其缘由，除古人崇市重典的学术心态外，常浩溺汤奔流千里的叶尔羌闸

的磅硝气势，确也能给人以启迪与联想，进而认其为黄河之掘了。的确，叶尔羌

河南接莽莽昆仑的千盟冰霄，北抵亘古荒原的大模胡杨;其间，成跌容于蹭立

千例的峡谷，或冲折于广袤克垠的服野，总流程达 1 281 公里，无愧于"西域长

词"之荣誉。"叶尔羌"，维吾尔语，((西域网文志》释曰"地为叶尔，宽广为羌，言

其地宽广。"诚如其名，不合昼破奔流着的叶尔羌河，灌溉磁润了两岸万顷绿

洲，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勤劳勇敢的各族儿女。全流域总田积达 10.81 万平方公

里，她跨喀什、和田、阿克苏 3 地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 13 个县市;

其中，灌民国积有 753.39 万商，为新疆最大的灌区，生活着以维哥尔为主体的

17 个民族、 195.2 万人口。

叶尔苑河流域历史悠久。流域北部巴楚县喀柯塔格曾出二七距今 4000 年前

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核、石叶、小刮削梅等细石器，流域西南部塔什!菲尔干

塔吉克自治县香宝宝慕葬出土了距今 2800""'2500 年的陶器、铜器、铁器等文

①序三作者现ff:新疆维苦苦尔向治区地方志编筹委员会通怠工作处副处t支<.:!:f夺工作) ，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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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至于汉代以来的文物古迹，流域各县市均有分布，著名的如巴楚托库孜萨

莱遗扯、挤车阿勒屯麻扎、泽普照水城遗址，等等。据此，流域内水利事业的兴

起亦当较早。因为，在干早地区人类要想起居生活，离开最基础的水利工程是

不可能的 o 迟至春秋时期，叶尔羌河流域的灌溉农业已见雏形，在此荔础上建

立起来的城郭政权也已屡见于史籍 o 如《逸周书》记载的部车、《穆天子传》记载

的赤乌、四膜等。汉初，四域"三十六国"中，在今流域内的有莎车、无雷、乌和、

依耐、蒲犁、子合、西夜等。张赛通商城后，这些政权与中原政治、经济、文化进

步加强。至神爵二年(前 60) ，汉朝设立四域都护府店，今叶尔羌河流域正式

纳入祖国版图。此后，历代对水利都很关栓，汉文史籍记载有不同时期叶尔羌

河的名称，如葱岭河、葱岭南河、王河、徘多河、雅勒河、甲鸟儿看河等。随着"拉

倒之路"中外交往道路的开拓畅通和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流域社

会经济得到发展。《大唐四域记》载:渴盘陀国(今塔什库尔干一带)"山岭连属，

川原隘狭，谷稼俭少，寂麦丰多，林树稀，花果少"，一派高原景观;而乌锦阔(今

班车一带)"地土沃壤，稼精殷盛，林树郁茂，花果具繁，多出杂玉……气序和，

风雨顺"，研句迎国(今莎车?Ë叶城一带)"临带两河，颇以耕植，蒲葡、梨、奈，其

果实繁"，则显然一派平原绿洲景观。宋元以来，喀喇汗王朝实行的伯克官制不

断完善，流域内大小各城均设有专词水利管理的密喇布伯克，除掌管分水、水

利设施的维护外，还负责兴修水利工程。元代，叶尔羌河沿途还设有水驿，利用

水路从事驿远。及至明代，流域作为叶尔羌汗回核心区域，社会组济文化空前

繁荣。汗国首都一一叶尔羌城(今莎车)成为当时中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o

《鄂本笃出使契丹记》载: (叶尔羌城)"商贾如侧，百货交会。屹然为是方著名商

场。"清代，经过长期的开发，叶尔羌河流域已成为南疆最大的灌区"土产米谷

瓜果申于凹地"。此时，水利灌溉技术也巳趋于成熟。乾隆三十年(1765) ，参赞

大臣永贵奏文说"奋四人(即维吾尔人)蛐商，俱籍山水灌溉，凡沟渠深浅，士于

堤厚薄， I日时俱有定式"。整个灌区"沟柴纷歧"，一些大渠除用于灌溉，还在架

上修水磨、水雄加工粮食。近代以来，叶尔羌河流域屡被战火，每次战乱，都造

成人口大最减少，水利失修，田园荒亮，社会生产力倒退 o 新中国成立前夕，

整个灌区提系亲乱、工程设施简陋，只能勉强维持低水早的农业用水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叶尔羌河流域水利开发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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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通过大规模的勘察调查，开展了全流域水利建设规划工作;同时，通过

"裁文并于"大批合并干支巢道和号|水龙口、推广节水灌溉方法，以提南水资源

利用率，使古老灌区焕发了生机。从 50 年代末起，全流域掀起了水利建设的高

潮;~ 70 年代中期，相继功工兴建了肖塔梁、叶间东岸总干廉、叶河西岸总

柴、七一大渠、勿甫总干柴、巴楚总干柴、吾衣布代柴和依盖尔其水库、东方红

水库、前进水廊、小海子水库等一大批平原灌区控制性水利工程，基本保障了

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苏库恰克水库和被誉为

"新疆都江堪"的喀群水利枢纽工程相继竣工，中游引水工程等一批水利项目

相继开工，流域水利事业发展迈上了新的台阶。 90 年代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

战略后，不断加大对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除继续改造扩建平原灌

区水利设施外，开始规划兴建上游山区控制性水利工程。目前，投资十几亿元

的下坡地水库已开工兴建，投资七十多亿元的阿尔塔什水利工程也即将动工

修建。工程竣工后，为害流域千年的水忠将彻底被根除，届时叶尔羌河就真正

成为造福一方的"幸福之水"，为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与繁荣发挥

出更大作用。

流域水利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一代代建设者们前仆后继的努力。尤其是新

中罔成立后，一大批献身于叶尔羌河水利事业的"水利人"，怀着对这片沃土和

人民的深深挚爱，用荣好的青春、辛勤的汗水、睿智的才干、甚至三宝贵的生命，

造福一方、兴利除弊，为流域水利事业和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建立

了历史功勋。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用地方志记载流域水利事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弘扬主旋律、讴歌建设者，对当世或后世之人以资借鉴和激励，荒叶尔羌河流

域水利管理局(处)历届领导的共同认识。但是，没有堪当此任的主编，耍想完

成这一系统文化工程，也是不可能的。 1997 年原莎车县委史志办主任李进淮

调任管理处办公室主任后，主动请甥修志，此项工作开始启动。至 2007 年，历

经 10 年 140 余万字的《叶尔羌河流域水利志》完成。其间，作为主编的事址、准，

华路蓝缕、岖心沥血，以对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克服种种阻

力与困难，最终完成了志书的编集任务 o 这部志书观点正确、资料翔实、内容丰

富、体例究备、行文规范，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尤其对于生活、工作在叶尔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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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城的同志来说，无论研究问趣戒做技术、管理、教育、政工等具体工作，都

能用得着并能从中获益 o

我认识李进淮还是在他主编《挤车县志》的时候，那时他的博闻强记、兢兢

业业就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出生于河南省唐阿县农民家庭，幼年丧父，母

含半菇背把他养大成人。年少的磨难和母亲的教诲，培养了他坚强执著、踏

实肯干、认真负责和谦逊好学的品格。初中毕业后，被姐姐接到新疆支援边疆

建设。先在叶城县良种场接受再教育，后进叶城县食品公叫工作，考入喀什师

范学校学习。毕业后，在叶城县四中任教，后调莎车县委史志办工作。多年来，

他热心于方志事业，积累了丰宵的史地知识和地方志工作经验。他是个极其勤

奋的人，又极富探索精神，孜孜以求、懊而不舍，这些年在克成《部车县志》并获

得好评后，又完成了本志的编寨，可谓成果丰硕。我作为李进淮的友人，对此表

示祝贺，也深为钦佩。《叶尔羌河流域水利志》成书，嘱我为序，因发一时感想，

不当之处，尚祈见谅。是为其序。

2007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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