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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基本观点，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本着详今略

古，立足当代，服务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精神，实事求是地进行资

料采编，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突出合肥地区治水以发展灌溉事业、抗御旱灾为主的特点。防洪除涝，

也用适量篇幅表述。编纂重点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40年来的治水活动

(1949----1988年)。

三、本志采用章、节体例，以志、记、传、图、表、录6种形式表述。除概述和大事

记外，分述(志)正文共12章。概述以时为序，大事记以纪年体和记事始末体相结

合，因事而异。分述章节以语体文记述，横排纵写，力求不缺项，不断线，文不重出。

四、本志上限尽量追溯到事物的发端，历史资料不确切者，从缺。历史资料两种

或多种记述不一者，经认真考证后，择其可靠者用之。下限止于1988年底。

五、对于治水人物，突出古今劳动人民治水功绩，主要是当代劳动人民，以事系

人。对于历史上治水名人，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肯定其历史作用和惠及后人的功

绩。

六、水利建设中因受认识、资金和科学技术制约，产生失误和挫折而走了弯路

的，一般不推责于个人，作为教训记录下来，以供后人戒鉴。对于受政治气候影响、

干扰，不尊重科学、违背自然规律办事，而导致损失的，不回避，不粉饰，秉笔直书，

还事实本来面目。

七、本志资料来源：当代资料由市内水利系统及有关部门提供，部分系采访、口

碑资料。建国前资料取自于历史文献、方志等典籍。所用资料，均经认真考证，予以

核实，力求准确、完备、无误。

八、耕地面积使用统计亩。其它数据，一律使用国家规定的公制计量法。

九、地面高程：江淮分水岭以北，用废黄点基面；江淮分水岭以南，用吴淞点基

面。河湖名称，采用今名，古称、俗称和别称，均用括号加注。

十、纪年法：1949年前用习惯年号，加注公元纪年。1949年后，一律用公元纪

年。遇有农谚、农事节令，加注农历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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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水利志》历时．12年，业经编纂委员会编纂完稿，即将付梓。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值得庆贺! ．。

我有幸最先拜读了这部志书的全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资料

翔实，论证严谨，结构完整，层次分明，文字流畅。全书如实地反映出合

肥地区自秦汉以来2000多年，尤其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水利建设和发展

的全貌，使读者十分清晰地看到，新中国的新合肥地区，首先新在水利

建设事业上。：～．
一

。

对合肥地区农村的水利情况，我在50年代初就有些了解。但那时

在中共安徽省委机关工作，只是一般的了解，不够具体，更说不上深透

了。自1972年，我来到合肥市工作，并且是从农林水利工作开始做起，

经过20多年的反复探索和长期观察，才对合肥地区农村的水利和它与

城市的关系，逐步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读完这部志稿，我了解

更加深刻，认识更加清楚，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 一，。，

史称合肥为“襟江带淮’’，或“淮右襟喉，江南唇齿”。、我以为这只能

是语言文字上的高度概括，且主要是兵家用语，它不能反映出合肥地区

全境真实的面貌，尤其不能揭示合肥地区水资源运行和旱涝发生的规

律，更不能概括出今天的新合肥。 ，．．， ，，0，i．

、《合肥市水利志》从合肥市这一具体区域位置出发，比较细致地研

究了合肥地区的区位及其特殊性。合肥地跨长江、淮河两大水系，更有

一条自西向东、高程达60至90米的江淮分水岭横贯其中，分割出两大

水系：在分水岭之南，地势倾斜，地面之水南流向巢湖，入长江，区划为

长江流域；分水岭之北地势平缓，地面之水分别北流向瓦埠湖、高塘湖

及池河入淮河，区划为淮河流域。这就是合肥地区地面的自然环境：跨

两大流域，东西隆一岭，南北系三湖，居安徽之中，历来为我国战略要

地。建国以来，成为安徽省省会所在地，政治、经济、文化、科教中心，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农业发达，交通便利，面貌有了极大的改变。特别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

战略转移，着重开发中西部地区，实施梯度推移策略，这必将使合肥成

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衔接过渡的重要跳板和通道，位置尤为突出。

合肥地区地形地貌复杂，岗丘相连，高高低低，起伏不平。全区丘陵

居多，中部高隆，缺水易旱，两侧低洼，易受水涝，所谓“非旱即涝，非涝

即旱，旱多于涝"的民间谚语，就是合肥地区旱涝灾害频繁发生的实际

状况。全区丘陵面积大于圩区，史有“他邑小涝，合肥大熟’’的说法，盖由

此而来。全区境内，农田名称繁多，如岗地、冲田、螃田、坂田、圩田等等，

田块散碎，黄棕土壤，表层浅薄，不利农耕。建国以前，生产条件恶劣，生

产力低下，地瘠民贫，长年过着“终年劳作，不得温饱’’的生活。建国以

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彻底改革了封建土地所有制，

解放了生产力，不断改造生产环境，连续大兴水利工程，为发展农业生

产，改善人民生活，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特别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

了包产到户的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地改变了

农村面貌，为进一步大兴水利工程，改地造田，战胜旱涝，提供了良好的

条件i 一一

合肥地区气候也较特殊。它属于季风副热带湿润气候，但又是东南

暖气流和西北冷气流交汇的区域，往往发生意想不到的灾害性天气。雨

量虽较充沛，年降雨量在950毫米左右，但分布不均，多数集中在6、7、8

三个月份。这种气候和雨量，反映出合肥地区水资源的基本特征：雨过

地干，源短流急，地面径流利用不高，一般只能拦蓄利用30％～50％，

其余50％～70％的雨水，漫流入江河，归入大海，十分可惜!这便是合

肥地区水资源运行规律。所幸的是，自建国以来，经过40多年的探索，

各级领导和广大基层干部已基本认识了这种运行规律，有针对性地，分

区域地采取了措施，如在岗丘高地修筑水库，拦河打坝，开挖水塘等以

拦截地面径流，一方面蓄水防旱，为种植业养殖业提供基础条件，另一

方面为省会合肥市提供优质饮用水和工业用水，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发

展城市经济。在这里特别要提起的有两大基础设施：一是淠史杭灌区、

合肥董铺水库的兴建，南淝河、店埠河、派河等河流的治理和星罗棋布

的中、小型水库，反调节灌溉工程，通航和通电工程的修建，它们兴利除

害，极大地改变了全地区的水利面貌。二是城乡防洪工程的兴建和加



固。防洪标准逐步提高，一般防洪工程，都能以1954和1984年特大洪

水位为设防标准，基本能够保障城乡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以上这些，都在本志书中有了较为充分的介绍。经过实践检验的经

验极为宝贵，很值得关心合肥市建设的读者及从事水利工作的同志认

真研读，从中吸收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现在要着重说一说认识水资源运行和探索旱涝灾害发生的规律问

题。只有深刻研究它，全面而正确地认识它，才能不断疏导水资源的运

行，才能不断开发水利产业，造福人类社会。但这不是简单的事。从《合

肥市水利志》这本书中，我们从一些历史资料中可以寻根求源。合肥地

区广大人民为此经历了2000多年，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在志书中，我们

可以清楚地看到，远在三国时期就有关于刘馥修塘灌稻，邓艾灌田屯垦

等记载；又可看到唐代杜佑疏通江淮运河，杜亚导航引灌等事迹；还可

看到宋朝叶衡、薛季宣等圩垦建庄以及清朝席岂、任兰生等修浚蔡城塘

和重建蔡城塘的重大水利兴修活动。特别是清朝的合肥知县左辅在《合

肥县志·水利》跋上曾写过专门性的文章，对合肥地区水资源的运行规
律作过初步的探讨，提出过一些精辟的意见，很值得后人参考和借鉴。

左辅分析合肥地区的地形特征和降雨特征后说：“庐属五州邑，合肥地

．最高，恒忧旱不忧涝，他邑小涝则合肥大熟。邑境西北尤高，忧旱尤甚，

故宰斯邑者宜以水利为政首。"左辅在文章中开宗明义就提出了合肥的

地势特征和政务要点。左辅接着分析了周围的淮河、巢湖，均因距合肥

较远而“势即不相及”，他认为可利用者“滁、淝最大，店埠、派河次之。其

间小水纵横，不下数十，利可以济”。但他认为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认

识问题。“然而常不足者，听水势自为停泄，引治之法未尽讲也。"左辅倡

导的办法是截蓄径流，挖塘蓄水灌溉。他说：“余悉孰稻，凡灌稻百亩，须

广十亩，深二寻之塘一，然后田水均。”最后他又提出了《周礼·稻人》六

水之法：“首潴蓄，次防止，以浍泻终之"，并告诫“又高田勿获稻，易种粱

黍麻菽，节水使余，亦未始非补救之法云”。左辅的这一系列论点，都接

触到合肥地区水资源运行规律的核心问题，并设计出了一些具体对策。

。，但解放前，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统治着农村，制约了人们对水资源运行规

?律的探索和开发。另一方面即使设计出一些方法也很难具体落实，纵然

j建成一二工程：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农村仍然受到旱涝灾害的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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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袭击。解放后，我们党和人民政府在农村实施了土地改革的政策，调

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领导广大农民开展了群众性的水利兴 j

修运动，故水利建设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但就对水资源运行规律的认识 ：

来说，仍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误差。具体来讲，主要是：解放初期，当水、 ；

旱灾害肆虐的时候，部分干部和农民产生过恐惧与彷徨的心理，认为大 l

自然的风云变幻无常，人们无法捉摸，也不可抗拒，因而有意无意地成 ，

了大自然的奴隶。在我们兴修水利工程取得了一定成绩之后，又产生了

轻视大自然运动规律的思想，一些人盲目认为我们的主观意志可以决

定一切，甚至认为人们可以改变大自然的规律，特别是在1958年到
1 963年期间，不经科学的论证和规划，不衡量自己的财力物力的实际

可能，往往主观臆断，仓促上马，结果造成一些质量很低很差的工程，半

拉子工程，浪费大而效益低，有些工程甚至在当时或尔后造成了人身伤

亡事故，受到了大自然规律的惩罚。以后，在不断的整顿调整中，特别是

在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深

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的原则，我们在认识水资源运

行的规律上才逐步地走上正确的轨道。认识水资源运行规律并与之相

适应，我们才能在水资源开发建设上从“自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才

真正能够成为驾驭大自然的主人。 ·

在《合肥市水利志》中，我们还有一点必须向读者郑重推荐，即在这

本志书上有不少篇章都或多或少地接触到了水利产业化问题。水利产

业化是一个新课题，也是水利工作中必须认真研究的大问题。我们大家

都有一个共识，即“水”是万物生存的基本要素，又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异

常紧缺的资源。随着我国人口的增加，工农业的发展，水资源的污染，水

资源将愈来愈紧张。但过去由于我国在较长时期内把水利事业单纯当

作社会福利事业，在计划经济的指导下运作，虽然也办了许多“前无古

人”的好事，但经济体制和经营机制均不灵活，普遍出现了兴修水利事

业无资金投入，勉强建成后又缺乏专人管理，或虽有人管理但积极性不

高，缺乏动力，因而国家固定资产流失严重，设备老化，更新无力，经营

状况愈来愈差。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转变思想观念，依法把水利

资源当作产业化商品来经营，这样才能把水利事业推向一个更新更高r

的层次。我们非常欣喜地在《合肥市水利志》中发现许多实现水利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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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必要措施，如淠史杭灌区滁河干渠管理所对下属管理段实施的承

包管理细则，董铺水库管理处实施的岗位责任制，巢湖灌区丙子电力排

灌站和丙子、四十井公社签订的排灌合同，董铺水库把库水当作商品水

出售，按不同的地段确定不同的用水价格(应使价格尽量接近价值)，长

丰县蔡城塘利用2000亩水资源发展养鱼养蚌事业，肥西县水利局利用

自己的水利优势、技术优势、资金优势发展多种经营，很快地使本部门

出现了盈利的欣欣向荣势头，等等。当然，如果我们能够善于运用水资

源优势，以这个为龙头，不断地向前发展，综合开发排灌、航运、发电、养

殖、农产品加工以及其它相关的事业，其潜力还是相当巨大的。

水是一种很紧缺的资源，但在我国其利用率很低，而浪费却很大。

据全国统计，我国的地面径流利用率仅为10％，合肥地区较多，为50％

左右，而有些国家径流利用率高达90％，可见差距是很大的，我们还有

很多工作可以做。我国水资源的浪费极为严重，合肥地区农业用水基本

上是大水漫灌，城市居民用水、工业用水的浪费也相当惊人。《合肥市水

利志》已将郊区农业漫灌和喷灌、滴灌作了比较，希望大家尽量地科学

用水。合肥市政府鉴于城市用水浪费严重，已通过法制的办法进行控

制，规定对居民或工厂超标用水者进行加价收费，并要求工厂尽量地采

取一水多用、循环用水、废水处理、综合使用等措施，把工业用水的重复

利用率提高到国家要求的水平。’ 一‘

．总之，对《合肥市水利志》的阅读，使我通过大量的资料了解了合肥

市人民的水利斗争史，深化了对水资源运行规律的认识；又使我看到了

合肥地区水利产业化的苗头、趋势，看到了水利事业大规模发展的希望

所在。所以《合肥市水利志》是一部资料性、前瞻性和可读性俱全的好

书，希望大家喜爱她! ～
。j．

，，

作者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合肥市七届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原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

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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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系改原合肥县设置，是安徽省省会，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原合

肥县秦置，历史悠久。县城是江淮间古老重镇，东汉以来，历为侯国都邑，州、郡、路、

府治所。明初改元庐州路为庐州府后，明、清两代一直为庐州府署所，民国前人们通

称为庐州府城。现合肥市建制为：市区内分置东、中、西三市区。市区外辖肥东、肥

西、长丰三郊县和一郊区。合肥市辖境，除1965年新置长丰县从寿县、定远县划进

一部分地区外，其余皆为原合肥县地域。肥东、肥西两县系建国初析合肥县东、西乡

分别设置，并分别归属巢湖、六安地区，1 983年划归合肥市管辖。

合肥市位于安徽省中部江淮之间，地理坐标为东经116。40’～117。52’，北纬

31。30’～32。31 7。境域东端至肥东县元祖山与滁县地区、巢湖市交界，西端至肥西县

金牛乡青龙堰与六安地区接连，南濒巢湖并临杭埠河，隔湖河与庐江县相望，北抵

舜耕山与淮南市毗邻。

全市总面积7396．78平方公里，其中陆地7163．38平方公里，水域233．4平方

公里。市境内具有低山残丘、波状丘陵、低洼平畴三种地貌。低山残丘分列于市境

东、西边陲地带，占陆地面积的5％。东山区以浮槎山最高，海拔418米；西山区以

大潜山最高，海拔289米；腹部地带大蜀、小蜀、鸡鸣、土山等几座突兀孤山，以大蜀

山为最高，海拔282米。中部波状丘陵地带，广袤绵亘，地域辽阔，占陆地面积的

87．2％。低洼平畴圩畈区，分处于长江流域的巢湖沿岸及其支流下游两岸地带(淮

河流域瓦埠湖、高塘湖周边有小面积圩田)占陆地面积的7．8％。全市耕地面积415

万亩，其中水田264万亩，旱地151万亩。

合肥市境域内地形地貌复杂：元古代后震旦纪吕梁运动出现的淮阳古陆一
旧称龙干、今称江淮分水岭，西南东北走向，贯穿市境中部，岭脊高程75米"--'92米

(废黄点面)，两侧分别向南北相反方向倾斜。岭南属长江流域，倾降至巢湖为最低

点，湖底高程5米(吴淞点面)；岭北属淮河流域，倾降至瓦埠湖、高塘湖为最低点，

湖底高程15．5米～15米(废黄点面)。长江流域河流归属巢湖、滁河两水系。巢湖

水系有南淝河、十五里河、蒋口河、派河、丰乐河、杭埠河等，诸水汇集巢湖，经裕溪

河流入长江。滁河发源于肥东县中部，在市境内汇纳马站河、护城河等17条支流，

出境过滁县地区，于江苏省六合县境内注入长江。淮河流域河流．水分三派人淮。天
6



湖，经窑河入淮；池河发源于定远县，市境内有发源于长丰、肥东县的储城、肖凤、青

龙、红石、肖圩等11条小河汇入，出定远，过嘉山县女山湖至洪山头入淮。；

合肥市属季风副热带湿润气候，季风影响显著，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多，

无霜期长。多年平均气温，从南向北由15．5 C降至15。C。多年平均降水，从南向北

由1075毫米递减至966．7毫米。年内降水主要集中在6、7、8三个月，约占全年降

水量的65．5％。据资料记载，历年最大降水量1549毫米(1954年)，历年最小降水

量573毫米(1978年)。一、， 。。 ’- 一．
‘

‘合肥地处季风过渡带，冷暖气团常在此上空交锋，暮春冷倒槽雨，夏季黄梅雨，

7、8月间台风气旋雨，频频发生。在这些降水过程中，若有较强冷暖气团相遇，有暴

雨、大暴雨出现，则湖河洪水泛滥。如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出现晴热高温天气，久旱

不雨，又给岗地造成严重旱灾。所以合肥地区，非旱即涝，旱涝灾害交替频繁，故有

圩区“五月淹”，岗区“夹秋干”之说。‘ ，．
’j’ 一， ·．’

7．’
1t

．合肥地区雨量比较充沛，且南面的巢湖，北面的瓦埠湖、高塘湖均有较丰富的

水源可供开发利用。另外，西可引淠河上游山谷水库水，东可提取长江水补充调剂。
-． 合肥地区地层在第四纪松散沉积物以下为红色基岩，属碎屑岩类，岩质细腻，

结构紧密，裂隙不发育，渗透系数小，有碍降水入渗补给，大部分地区地下水资源贫

乏，井泉仅供人畜生活用水。， ．．。．|
．·‘．，

。、·L v‘。

合肥地区治水活动有悠久的历史，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水利事业也有所发

展。古人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地修筑塘坝，蓄水灌溉；疏渠排水，圈圩抗

洪；开河导航，以通舟楫。合肥地区的古代治水活动与军垦屯田紧密关联，史料记载

的治水工程，大多为屯田兴建。东汉末，被称为“淮右襟喉，江南唇齿’’的合肥地界，

由于地居要冲，争战频仍，屡遭兵燹，人口大量迁徙流散，成了丁少田荒“千里无鸡

鸣"的荒凉地带。扬州刺史刘馥造合肥空城后，募集流民开荒屯田，整修芍陂、吴塘

诸塌，蓄水灌田，使官民有畜。三国魏正始年间，邓艾以5万人在淮河两岸屯田，淮

南自钟离而南，横石以西，尽i此(淠)水四百余里，大治诸陂，农官田兵鸡犬之声不

绝，阡陌相属。这些屯田官修陂塘，带动民修小塘，构成丘陵地区的系列灌溉工程，

在合肥地区水利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屯田不仅推动了丘陵地带灌溉事业的发

展，也推动了圩洼地带防洪除涝的水利建设。合肥市巢湖沿岸圩田的兴起，约始于

三国时期，历经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至宋代，已具有一定规模的圩蜩体系。据

宋史记载，合肥有36圩，绵延40余里。宋室南渡后，合肥为南宋抗金前沿阵地，争

夺战延续多年，人们为躲避兵祸，又四外逃散，水利设施遭破坏，田园荒芜。迨至隆

兴年间(1163---,1164)，局势稍为稳定，薜季宣淮西视师(合肥地属淮西路)时，表废

田，相原瀑，复36圩，召集流民685户，立22庄于合肥、黄州间，合肥地区水利工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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