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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t’《六合县水利志》历时十九载，五易其稿，终于在南京市六合区成立

周年之际出版了，它是编者和水利系统同仁集体智慧的结晶，亦是六合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硕果o+’

’六合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o

《六合县水利志》是六合县历史上第一部水利专志，它为六合历史增添了

光辉的一页o《六合县水利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

点，本着实事求是和详今明古的原则，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后，六合人民在中共六合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的精神，大力兴利除害，经过半个多世纪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六合河山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史实。编者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六合水利建设事

业的历史和现状，热情讴歌了六合人民治水的伟大业绩和巨大成就，充分

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历朝历代不可企及的。本志翔实地

记述了六合水旱灾情和重点水利工程的特征数据，客观地总结了六合水

利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析其利弊，彰其因果，揭其规律，俾后世借鉴o《六

合县水利志》是一部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的专业志书，兼有

存史、资治和教化之功能，为关注六合水利事业者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历史

和现实的信息资料，为参加防汛抗旱工作的领导和从事水利工作的同志

提供了相关的水利基本资料和技术参考资料。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也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六合水

利建设在中央、省、市和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

和物力，按照“全面规划，因地制宜，综合治理"的方针，兴建了大量的水

利工程，初步建成了防洪、挡潮、灌溉、除涝、降渍五套工程体系，为抗御洪

旱灾害，促进农业稳产高产，发展国民经济，保障社会安定，提高人民生活

水平，发挥了巨大的效益。水利兴，百业旺，水利事业的发展给六合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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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昔El六合人民深受洪旱肆虐、多灾多难的日子，已经

一去不返。如今六合人民享受安居乐业、百业兴旺之幸福，阔步奔向小

康。

六合水利建设虽然有了一定的基础，但仍存在许多弱部，亟待巩固提

高o．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城乡人民对水利的

要求越来越高；况且自然灾害具有突发性和多发性的特点，发生的时间、

空间及程度往往又具有不可预测的一面。因此，水利建设面临的形势仍

十分严峻。面对新世纪，如何科学地治理洪旱灾害，如何运用资源水利的

新观念，解决好洪旱灾害、水环境恶化等重大课题，实现水利的可持续发

展，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大历史责任。忆往昔，峥嵘岁月，望未来，任重道

远。我们要抓住机遇，再创佳绩，为实现水利现代化作出新贡献o．

《六合县水利志》的问世，既可让更多的人们了解、关心和支持六合

水利事业，又可鼓舞和激发广大水利工作者更大的治水热情，去开创新的

水利事业。本人有幸为本志作序，感到由衷的高兴，谨此向艰苦奋斗在水

利战线的广大工程技术人员、人民群众、各级干部，向为编写本志呕心沥

血、无私奉献的同志以及关心和支持本志出版的同志表示亲切慰问并致

以崇高的敬意。

中共南京市六合区委常委

(原六合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席彳
2003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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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的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存真求实的精神和科学

分析的态度，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的内容为六合县水利事业的历史和现状，既是《六合县志》的专志之一，

也是《南京市水利志》的组成部分，具有独立使用的价值。

三、本志的记事按照‘‘古今统贯、立足当代、详今明古”的原则，上限不限，力求追

溯发端；下限断至2001年。志书个别之处亦有延至2002年的，大事记对2002年六

合撤县并区和红山窑水利枢纽拆建工程等重大事件亦作了记载。

四、本志的记事区域为撤县并区之前的六合县行政区划，对历史辖区的事物则作

略记。

五、本志的体裁以志为主体，直陈其事，寓观点于史实之中。辅以概述、大事记，概述

冠于全志之首，夹叙夹议，总揽全貌；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以纪事本末体。

六、本志采用章节体，设章、节、目3个层次，个别列至子目。全志设11章，第一、

六章为水利自然，第二、三、四、五、十章为水利工程，第七、八、九章为水利工作，第十

一章为人物。

七、本志的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一般采用朝代年号，用汉字书写，民国用

阿拉伯数字书写，后加注公元纪年。凡年代之前未加世纪者，均指20世纪。中华人

民共和国以后，统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志书所称解放后，系指自1949年

4月21日，六合县全境解放之日起。

八、本志的资料，古代多录自史志，近代摘自档案存卷，一般不注明出处。本志引

用的水利建设统计数字，以《六合县农田水利建设综合年报》和《六合县国民经济统

计资料》为主要来源。

九、本志所载高程，海拔指黄海基面，圩区江河水位、堤防及建筑物高程为吴淞基

面，山区水库水位、渠道及建筑物高程为废黄河基面，文中不另加注。其换算式为：吴

淞零点+1．763米=废黄河高程；废黄河零点+0．252米=黄海高程。

十、本志的计量单位采用法定的公制单位，附录中有关地方法规、历史文献、碑碣

记载中的计量单位仍采用当时的法定和通用的计量单位，以体现历史原貌。其换算

式为：1公顷=15亩，1公斤=2市斤，1立方米=1方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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