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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台皇兰
刖 ． 青

水是生物进化、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资源。流经县

境内的葫芦河及具主要支流庄浪河和水洛河之水，在漫长的历史岁

月中，她既哺育了世代生息在这块热土上的千万儿女，又为庄浪的

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但洪水也曾给人民带来

过不少水灾和损失。为了兴利除害。人们在长期治水实践中曾不断

地付出过巨大代价，从而对河水的运动规律，逐步有了较为正确的

认识，治水技术也相应的得到提高。尤其是近十几年以来，不论是

在修筑防洪河堤，还是开渠引水发展农田灌溉等方面，都取得了较

为显著的效益。
’

1978年以来，由于党的方针政策符合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客

观规律，民安物阜，恭逢盛世，各级政府和各行各业都大力倡导修

志。本局为了把前人的治水经验教训记载下来留给后人，起到“前

有所稽，后有所鉴的作用。为此，《庄浪县水利志》在省、地主管

业务部门、县志办直接指导下和各有关领导及广大关心者的支持

下，便兴运而生。全志由大事记、概述、水土资源、农田水利、其

它水利工程、水利管理、防、汛抗旱、水利基本工作、水政及附录等

十部分组成，将全县从古至今的水利建设活动尽可能地作了较全面

系统的记述。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40年来水利建设的史实，真实、客观地记述了期间水利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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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过程，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水利事业稳步发展的显著成就，以利后人之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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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1，编志指导思想：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历史唯 ·

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全面记述全县

水利建设事业发展历史和现状。

2、体裁结构：以记、述、图，表、录诸体并用，按章、节、

目的层次排列，横排类目、纵记史实，全志共7章2 l节约9万字。 ，

3、资料来源：以水利技术档案、工作总结、年报、调查资料

为主，并参阅有关单位的档案资料、文献以及调查访问的口碑资

料等。 ．

4、文体：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文字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公布的简化汉字为准。数字一律用阿拉伯字母书写。

6、纪年采用公元记年，引用历史年代则使用历史名称，在文

后注明公元纪年。

7、各历史时期的体制称谓以当时名称记述，如公社、大队，

乡镇等。也有用简称的如仃县人民政府”称“县政府一， “中国共

产党庄浪县委员会”简称搿庄浪县委”，或直接称“县委”， Ⅳ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称耵文革”等。

8、时限：下限1 990年1 2月3 1日，上限根据实际情况和能查到

的资料尽量追溯。
‘

9、本志计量均采用公制单位，如吨，公斤，公里等表示·水

一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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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事业经费计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采用民国币值，以后

一律采用人民币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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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西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 93)大旱。

东汉建武十年(公元前34)遭旱致灾，民大饥，流者相望。

《宋史·刘沪传》中云：西南去略阳约二百里中有城日水洛，

JII平土沃，又有水轮银铜之利”(水轮即水磨)。

明成化二十一年(1 485)连年大旱，饥。

嘉靖三十七年(1 558)，八月，大雨三日，水冲田地四百

余顷。

崇祯十三年(．1 640)大旱，人掇草根、树皮充饥，还有易予而

食，拆骨而焚，流亡殆尽。

清康熙六年(1 66 7)，旱，饥，斗粟千钱，饥民携妻子逃灾者

数以千计。 ．

二十五年，水洛河沿岸，建水磨计有430座。

三十五年，静宁知州黄廷钰俸捐筑水洛城渠。

嘉庆十七年(1 81 2)夏，良邑一带大雨如注，章麻河洪·水暴

发，高二丈，旧道阻塞，冲出一新河道，淹没大片农田， 冲去树

木，人畜很多。

光绪四年(1 878)大旱，民饥，冬无雪至次午四月才有雨。

十二年，夏五月二十日，县城及隆安里大雨雹，洪水暴发，受

灾甚重。

二十六至二十七年，大旱，民饥，斗麦银三两，饿殍载道，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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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流行，死者枕籍，鬻妻买子，哀魂遍野，情极惨悯。

民国四年(1 9 1 5)，大旱，春夏无收，民饥。第二年，春夏大

旱直至六月二十六才有雨。

十七年，大旱，禾苗无收。十八年民饥，杂粮每斗一百二十千

文。草根、树皮具已食尽，人相争食，死亡枕藉。既羌种籽，又缺

耕牛，坐叹春耕，无望秋收。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者不计其

数。

二十一年，入春以来旱魅为虐，田禾枯死，草木黄萎，收成大

减，民饥，流亡外逃者相继。 ．

二十七年，旱、雹、霜、洪水，暴雨相继为灾，禾害遭重，民

多饥。

二+八至三十二年，县长马文江任职期间，以《开水渠》为

由，呈请省政府贷款，由县政府保证五年由受益户归还。贷款三百

余元，修建席家磨至磨石峡水渠一条，长11公里，灌地900亩。

三十四年，庄浪县政府设民政、财政，建设(水利属建设科主

管)、教育、军事五科。

1 9 4 9年

8月4日，庄浪县解放。县人民政府下设建设科，分管水利事

业。第一任科长马丕烈。

1 9 5 0年
、

7月底，县人民政府建设科统计，全县解放前有水地180亩，

大部份种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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