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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蓝田因蓝田猿人而蜚声中外。大约在儿5万年以前，中华民族的祖先——蓝

田猿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进行创造性的劳动，积累了改造大自然的丰富经验，

开创了文明史的新时代。据有关资料记载，自周代起直至今天，特别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蓝田人民为了生存，在这块土地上进行着开发性生产。劳动的实

践不但使人们学会了治水兴利，同时掌握了自然灾害的规律。他们对水旱灾害进

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同大自然进行斗争的实践告诉人们，

水利不兴，农业不稳，水利技术是生产力。水利事业在促进农业和国民经济发展、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诸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全面而系统地记述蓝田水利

事业的发展情况，总结经验和教训，揭示蓝田水旱灾害的规律，对于研究利用水

资源，增强防御自然灾害能力，促进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

同时为进一步发展水利事业提供详实的资料，以供借鉴。

《蓝田县水利志》是根据陕西省水利水土保持厅关于编纂县水利志的要求和

蓝田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编纂《蓝田县志·水利志》的要求编写的。整个

编写工作是在西安市水电局水利志办公室、蓝田县志办公室和蓝田县水电局水

利志编纂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由蓝田县水利志编写组负责编写的。它是陕西地

方志水利志丛书之一。

本志的编写工作于1986年12月着手筹备，次年2月依照中国地方志指导

小组制定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进行总体设计，制定篇目，建立编写班

子，具体安排部署，落实编写任务。编写人员抓紧时间，广泛搜集资料，查阅档案，

调查访问，拍摄照片，废寝忘食，辛勤笔耕，历时一年半，于1988年9月完成了

《蓝田县水利志》初稿。1989年3月，在蓝田县志办公室主持下，根据稿评会提出

的修改意见，对初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1989年8月23日，西安市水利

志办公室召开评审会对志稿进行评审。本志章节设计及全书的总纂、修改和定稿

由李明同志负责。现在，《蓝田县水利志》的出版，是我县水利工作上的一件大事，

是值得庆幸的。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了县水利系统的干部、职工、科技人员的积极支
●1 ●



持和蓝田县档案馆、统计局、省档案馆等单位的热情帮助。蓝田县志办公室主任

贺民贤同志自始至终给予关怀支持，审查定稿，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我们的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有限，难免有不妥之处，敬希批评指正。

蓝田县水利志编写组

一九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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