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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水利厅厅长 王忠法

湖北是"千湖之省"，更是"千河之省"，治水历史源远流长 。 但几千

年来，除荆江大堤(原万城堤)史有专载外，对全省或局部水利事业发展

历史记载一直留有空白。

毛泽东同志早在 1938 年就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

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 从孔夫

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 。 这对于指导当前

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华文明的发展

史也是一部水利的发展史。从大禹的治水，老子的"上善若水"，李冰父子

的"都江堪"，新疆的"坎儿井"，到北京北海的"古城节水工程"，中华民

族自古就不缺乏水智慧。而在湖北，从春秋战国时楚人早期兴建水运、供

水等工程，到民国时期的鄂城民信闸、武昌金水闸数不胜数，其中更有万

城堤、直城长渠等古代著名水工设施。这些对社会与生产发展有着促进与

保障作用的防洪、灌溉、排水、航运等工程值得彰炳史册 。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始，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兴起编篡江河水利志， 就

是为了全面、系统地记述水利事业发展之流变与现状，客观反映水利在社

会与经济发展中之地位作用，深入总结治水经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以利在当前与未来的水利改革与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启迪与借鉴。这不仅是

历史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是一项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大事 。

湖北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之北。四境山峦起伏，中南部沃野低平 。

长江自西向东，汉江从西北向东南，双双穿行省境繁荣富庶之区;万条溪

河，密如蛛网;逾千湖泊，星罗棋布。多年平均年降水量 1100 毫米左右，

可谓水资源丰沛，水利得天独厚 。 然而，由于降水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

布严重不均，加上又是长江、汉江上游 100 多万平方公里集水面积的巨量

洪水入海的必经之地，往往降雨量集中季节洪涝为患，稍长时间无雨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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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缺水，致使水旱灾害十分频繁、严重。在长达 2000 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

史之中，由于生产力的限制和社会制度的束缚，湖北治水多以筑堤排水、

束水攻沙以及兴修塘堪、沟渠灌溉农田为主，尚无有效的工程措施抗御稍

大一点的水旱灾害。千百年的史实证明，治鄂必先治水。水利事业是湖北

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基础与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的第一次重大基本建设便

是在湖北兴建荆江分洪工程和加固荆江大堤。随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

亲切关怀与大力支持下，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领导全省人民，开展

了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经过 50 多年 的艰苦奋斗，取得了远远超

越过去 2000 多年的光辉水利成就，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备的防洪、排涝、灌

溉三大水利工程体系，为湖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特别是以三峡工程建成投运和大规模长江堤防加固建设为标志，长江中下

游防洪标准由目前的 10 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实现了长江治水的历史性

跨越。这使有长江"洪水走廊"之称的湖北，一举摆脱了千百年来在防洪

上被动挨打、民穷财尽的局面，可以放下包袱抓建设，集中精力谋发展 。

同时，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水利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坚持走可持续发展水利之路，用以科学、和谐、创

新、现代为特性的新的治水理念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构筑以"防、减、

复"并举的综合防洪减灾保障体系、维护河流健康生命的水生态保障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事关人民切

身利益的水文题。三峡工程建设技运后径流调整、水沙关系调整引发的中

游河道及区域变化，要求我们深入研究解决江湖关系调整、荆江河势调整、

荆江地区洪涝旱灾害关系变化，流域区域水生态水环境变化等新情况、新

问题，积极利用三峡工程，促进湖北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客观分析历史，

积极面向未来，辩证总结过去治水的经验与教训，科学调整未来水利发展

的思路与布局，巩固扩大成绩，继承发扬传统，再创治水辉煌，便是我们

致力水利修志的目的所在，也是我们要做的重点工程之一。

盛世修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为全面开

展编篡江河水利志创造了良好条件。自 1981 年始，在湖北省人民政府和水

利部的组织与指导下，湖北省成立了湖北省水利志编篡委员会， .在全省范

围内全面开展了水利修志工作，水利厅几任主要负责同志都亲自领导志书

编写工作，并抽调专人，组织专班，为社会主义时期的第一次水利修志工



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各地(市、 3'1、1) 和县(市、区)水利(水电)局、

部分重点水管单位，也先后成立相应组织，配合各级地方志的编写，相继

开展江河水利志的编篡。梅花香自苦寒来，经过全体水利修志人员多年的

辛勤耕耘，历时数年，逐渐形成了以《湖北水利志 》 为龙头，以堤防系列

志、水库系列志为骨干，以各市、县水利志为主体的《湖北省水利志丛

书 )) ，一部部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的志书正陆续与读者见面。这是全省各级

水利部门和有关方面大力支持的结果，也是广大水利职工，特别是那些默

默奉献的修志工作者集体智慧的结晶。确实可喜可贺。

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水利事业亦将持续发展

和繁荣;江河水利志的编篡也会延续，并将越来越完善。我相信，江河水

利志书将受到有识之士的欢迎和热爱，并希望它能对我省水利事业的发展

以及水利志史志学的诞生与成熟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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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水利斤原厅长 段安华

《黄冈市水利志 )) ，洋洋洒洒，近 60 万言，水利建设成就跃然纸上，研

读后不胜欣然!黄冈水利有今日之成就，首当称颂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

导下广大人民和全体水利人的功绩。我在湖北省水利厅工作多年，先后与

水旱灾害抗争过多次，深感水利之于人民的安危、于改革开放、于经济发

展、于社会稳定无不休戚相关。

《黄冈市水利志 》 全面、客观地记述了 1991 年'""'-' 2010 年间，黄冈水利

建设成就及其地位和作用 。 近 20 年来，黄冈以构建人水和谐为目标，突出

以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等工程建设为重点，大大加

快了工程水利、生态修复、民生水利建设健康发展，为年年平安，岁岁安

澜，促进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 凭借巩固提高的防洪减

灾工程体系，相继战胜五次大水灾和九次较大旱灾，到 2010 年，实现生产

总值较 20 世纪 90 年代前增长 12 倍，财政收入增长 9. 42 倍，充分显示了

水利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实践证明，只有加强水利建设，提高抗

灾能力，才是保改革、保发展、保稳定的硬环境 。

1998 年大洪水之后，党 中央、国 务院及时作出了灾后重建、整治江

河、兴修水利的重大决策，非常符合湖北的实际 。 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

下，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坚持实行夏汛冬防，认真落实修堤与防汛连锁责

任制，强化冬春修、夏秋防、常年抓的工作格局，坚持以质量为中心，以

堤库闸站建设为重点，以"四制"为核心，以管理为关键，冬春水利建设

力度之大、投入之多、效益之好均为空前之最 。 1999 年大洪水之后，国家

又继续加大投入，明确提出，要用 5 年 ------ 10 年时间治理江河水患 。 由此，

全省进入了治水盛世，各级党委政府、水行政部门的领导肩负冬春修、夏

秋防的担子更重，责任更大。

从现阶段全省水利基础情况看，防洪减灾工程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



就，但还不能说是高枕无忧。当前防洪的主要矛盾，仍是江河超量洪水与

河道安全泄量不足之间的矛盾，江湖关系发生变化，调蓄洪水的容积严重

萎缩 ，加大了长江河段的防洪压力;有些水库、排涝泵站带病运行，难以

保证在大灾中安全度汛。水利面临的防洪抗灾任务，将是长期而艰巨的，

各级水利部门务必居安思危，警钟长鸣，进一步强化水利基础，提高防御

水旱灾害的能力 。 湖北省委九届会议描绘出了 21 世纪初期的宏伟蓝图，各

地要实现经济发展的奋斗目标，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取决于有没有一个和谐

的水利环境。因此，今后的水利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省委九届会议确定

的 21 世纪初期奋斗目标。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基、生态之要。水利工作

事关大局，具有特殊重要性。广大水利干部职工要坚持"人天合一"治水

理念，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强化水资源管理，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大

办水利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使防洪、排涝、抗旱、

生态"四大"工程体系更趋完善，形成江河区域人民与自然、与水、与经

济发展相协调的健康江河和新的水利环境，让各级领导安心，让广大人民

满意 。

由黄冈市水利局组织编修的 《黄冈市水利志》一书，客观 、 公正、系

统地反映了黄冈市近 20 年的水利改革与发展的成就及经验教训，具有存

史 、 资治 、教化的作用 。应明 怀、庞强两同志之要求，故书数言为序 。

2011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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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水利改革与建设的大潮，继首届 《 黄冈地区水利志》之后，第二

届 《黄冈市水利志 》 应运出版，这是水利事业中又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

对当前和今后黄冈水利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志界定的时限 1991 年 ~2010 年，是黄冈水利建设从"低谷"迈向大

技入、大建设、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 20 年里，各级水行政部门遵照市

委、市政府统一部署，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心系服务经济、服务社会、

服务民生，坚持统筹兼顾，以项目建设提升水利综合能力;以创新民众水

利机制务实水利基础;以惠民政策激励民生水利发展;以健全完善水法规

构建平安和谐水利;围绕合理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水资源，推进水资

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在注重工程建设向注重水资源管理的实践中，加

速治水理念、工程管理观念及水利效益观念转变，推动了黄冈水利由传统

水利向现代水利跨越发展。

志书是留存当今的历史，映照未来的辉煌 。 本届《黄冈市水利志 》设

置概述、概述后分设 19 章、 81 节 234 目及附录、大事记共 65 万多字，以

志、述 、 记、传、图、表、录等体裁形式，全面系统地记录了近 20 年来，

全市防洪、排涝、灌溉工程体系和民生水利、生态修复、水资源配置与管

理等方面的新发展、新变化，取得的新成效、新经验以及前进中的新问题。

一章章汇集起来的《黄冈市水利志 )) ，是黄冈市水利改革与发展历史进程的

真实、全面、权威的资料载体，既有垂鉴后世的存史作用，又有服务当代

的现实功能。

由于编者受理论、业务及政治思想水平的限制，因此本书难免有这样

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黄冈市水利局修志办公室

二。一二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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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科学发展观，

实事求是地记述黄冈市水利改革与发展历程，力求突出新时期本市水利特

色和行业特点 。

二、本志是 《黄冈地区水利志 》 的续志，耳又事上限一般为 1991 年，但

部分章节因事物缘由有所上溯，下限至 2010 年，少数章节根据需要适当下

延 。 取事重点放在 1991 年 -----2010 年间 。

三、本志以幸系事，以幸立题，除 "概述"、"大事记"外共设十九章，

一般设章、节、目三个层次，逐层统卒，少数章节增设子目或不设目 。 以

志为主，采用志、述、记、传、图、表、录等体裁 。

"概述"为全志之纲 ， 形式述中有议 。 "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结合

纪事本未体 。 所记大事要事，凡有涉及者，均只记结果，不述原委，以免

内容上过多重复 。

四、本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采用以事系人和以人系事的办

法记叙人物;对新中国成立起至 19 90 年 间在水利建设中有突出贡献的人

物事迹作简要补记;对 1 991 年以来的正、副局长、党组成员给予摘要

记录 。

五、本志纪年，新中国成立以前按习惯用法记述，在括号内注明公元

年号 。 新中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 。

六、本志第一次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机构名称时用全称，其后

用"新中国"及机构简称 。 凡简称"党"的均指中国共产党;凡简称"党

支部"、"党总支"、 " 乡(镇) 党委"、 "县委" 、 " 市委"、 "省委"等，均指

中国共产党所属组织;凡称"政府"、 "专著" 、 "行署"、 " 市政府"等 ， 均

指人民政府及乡(镇)、县、市、省等行政领导机关 。

七、本志计量单位、名称、术语、符号均按国家统一规定表述;计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单位一律采用汉字名称表达;数字以阿拉伯字码为主，汉字为少数;地面

高程一律采用吴和高程 。

八、本志资料大部分来源于省、市水利部门档案室、本局有关科室和

市档案馆;部分来自调查、征集、口碑等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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