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闲砂{水引史

黄冈地区水利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黄冈市水利局

中圆韶叫水屯幺版缸



湖北省水利志丛书

Jq艏区水舅卜文

黄冈地区水利志编纂委员会

湖北省黄冈市水利局

纵夕。7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方侈9L>

．_轰．1▲1。J参蕾，、：t■量‘
_

--

．

．I≯’

·h●-k：

；；■

舅。

r，{．■I'一，-看-■弋



责任编辑 郑哲仁

封面设计王艺

彩插设计王艺

正文设计陈跃

图书在版编目(C聘)数据

黄冈地区水利志／黄冈市水利局主编．一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7

ISBN 7—801 24—325一O

I．黄⋯ I．黄⋯ 一．水利史一湖北一黄冈地区 Ⅳ．TV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6)第22478号

书 名 湖北省水利志丛书黄冈地区水利志

作 者 黄冈地区水利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黄冈市水利局

出版、发行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北京市三里河路6号100044)

排 版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微机排版中心

印 刷 北京市地质矿产局印刷厂

规 格 787×1092毫米16开本27．5印张520千字11插页

版 次 1997年4月第一版1997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01—850册

定 价 80．OO元





湖北省水利志编纂委员会

名誉主任王汉章

主 任童文辉

副主任 刘克毅 曾凡荣 万汉华 吴克刚 肖友堂 郭永金

丁福五许志方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中时 王述奎 王绍良 毛振培 左斌臣 兰学诚

冯训文 吕宪章 刘 云 刘厚斌 李传刚 李利善

杨常武 吴孝思 吴克喜 余荣德 宋太芹 陈 斌

林树春 周忠邦 姚清臣 钟震亚 唐才钰 郭兴春

郭有明 郭同华 陶建生 崔思澍 程启竞 黎沛虹

黎荣波

总编辑万汉华

副总编辑 肖友堂 郭永金 程启竞 黎沛虹黎荣波(专职)

水利志

编辑室

主 任郭永金(兼)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黄冈地区水利志编纂委员会

名誉编委会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 员

贺导海

蔡’琼倪德新 李明波张海景

汪修华 罗爱德

尚保顺姚金旺 侣合兴 董增光

编 委 会

1989～1991年

主任委员陈卓生

副主任委员方育群

委 员徐义注

顾

杨元仁

问 郭永金

王国平

陶思驭

张金阶

王庆福

姜传福

李 克

方鹏皋

尹开轩

傅良才

阮怀甫

王学晋

1992～1994年

主任委员林全华

副主任委员 王国平姜传福 李 克 傅良才

委 员徐义注 陶思驭 吴继雄何辉

阮怀甫杨元仁张金阶徐木元

方鹏皋 高国治 陈厚敏 吕继威

李旭儒 来春生 童秀松

顾 问 郭永金 陈卓生 王庆福 尹开轩

方育群王学晋



1995年

主任委员许明怀

副主任委员 王国平 李 克 张友直 顾太原

阮怀甫

委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方鹏皋 吕继威 何辉 杨元仁

陈厚敏 李旭儒 来春生 张金阶

徐木元 高国治 童秀松

顾 问 郭永金 陈卓生 王庆福 尹开轩

方育群王学晋

特约编审黎沛虹王绍良

编 写 组

1986～1991年

主编：叶怀锦

编辑：叶怀锦 曾敬舆

资料员：李成保 袁建国

制图：龚玉琴 ．

摄影：贺道富 翁立肇

1992～1995年

主编：

总纂：

制图：

摄影：

叶怀锦

戴凤林

孙锦林

贺道富 翁立肇



总 序

．锄葛

湖北治水历史悠久，经验十分丰富；水利对湖北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作用巨大。

但几千年来，除荆江大堤(原万城堤)史有专载外，湖北尚无比较全面、系统记

载全省或局部水利事业发展的专史或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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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编纂江河水利志的活

动，就是为了全面、系统地记述水利事业发展的历程和现状，客观地反映水利在

社会与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深入地总结治水的历史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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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以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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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降水量在年与年、季与季、月与月之间分布严重不均，加上又

是长江、汉江上游100多万平方公里洪水入海的必经之地，每当降雨集中季节，洪

涝为患；稍长时间无雨，又干旱缺水，致使水旱灾害十分频繁、严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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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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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2000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中，湖北境内修建了不少防洪、

灌溉、排水、航运等工程，其中有万城堤、宜城长渠等古代著名水工设施，对社

会与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与保障作用。但由于生产力的限制和社会制度的

束缚，治水多以筑堤排水、束水攻沙以及兴修塘堰、沟渠灌溉农田为主，尚无有

效工程措施抗御稍大一点的水旱灾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的第一项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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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超越历史数千年的光辉的水利

成就，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防洪、排涝、抗旱三大水利工程体系，具有了防御

一般水、旱灾害的能力；遇到较大洪涝、干旱，采取临时抗御措施，也能从大局

上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工农业增产丰收。湖北水利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社

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效益。但今后的任务仍很艰巨，水利改革与发展需要做的工

作仍很多，继续做出艰苦的努力，科学地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巩固扩大成绩，

继承发扬传统，并针对走过的弯路和工作中的教训，提出改革的方针、措施，则

是我们要做的工作之一。

盛世修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为全面开展编纂江河水利

志创造了良好条件。1981年以来，在湖北省人民政府和水利部的组织与指导下，我

省成立了湖北省水利志编纂委员会，水利厅几任主要负责同志都亲自领导志书编

写工作，并组织专职班子，召开专门会议，布置推动江河水利志的编修工作。各

地、市、州和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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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经过全体水利修志

人员多年的辛勤耕耘，克服了人手不足、经验欠缺、资料散失、经费短缺等种种

困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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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事业亦将持续深入和繁荣；

江河水利志的编纂也会延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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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学的诞生与

成熟做出应有的贡献。

[■凡荣，现任湖北省水利厅厅长。)

199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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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汛后，地委确定由我分管全区水利工作，前后两次将近十年，深感水

利建设的重要。

黄冈地处鄂东，北有大别山，南临长江，群山起伏，河流纵横，湖泊众多，历

史上水旱灾害频繁，尤以沿江滨湖地区为甚。每届汛期，江河水发，冲堤破防，

“农田被淹，十岁八九"；汛后又常发生秋旱或夏秋连旱，致使粮棉欠收。因此，兴

修水利，不仅对防御水旱灾害、改变生产条件、促进全区国民经济的发展有极其

重要的作用，而且为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危之所系，实属国计民生之大事。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黄冈地委、行署，对水利建设十分重视，确定首先以治

理沿江地区水患为重点。1954年长江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全区许多干、支堤

段溃不成堤，是年冬到1957年，根据恢复汛前原状的精神，对堤防进行了培修加

固，完成了干堤局部改线，支堤延伸，使其成为较完整的防洪系统，抗洪能力显

著提高，为湖区垦殖、消灭血吸虫病创造了有利条件。

进入50年代中期，全区水利建设重点由平原湖区转向山区、丘陵区；由修堤

建闸、防洪排渍，转为建库蓄洪、灌溉发电；由单一治理转向综合利用。从1953

年兴建麻城大坳、红安马安山水库开始，至1959年，全区总共动工兴建的水库有

79处，其中大型有10处，超大型富水、白莲河两座水库也开始动工兴建。这批水

库的建成，为山区、丘陵区防洪灌溉和水电开发奠定了基础。经过60年代初的成

龙配套，使水库在防洪抗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69年全区发生数十年一遇的山

洪，山区出现毁灭性的灾害，湖区一片汪洋。70年代初，即着手对湖区及主要山

河进行治理。在各主要湖泊建成单机800千瓦电排站10处，共装机42台，3．36

万千瓦；完成了倒水下游改道；浠水中、上游水电开发；举水麻城段的治理。还

治理了沙河、五桂河等数以百计的二三级支流，提高了河流防洪、湖区排渍能力。

同时结合治水，开展了治山、治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平整土地、改造低产田

及水土保持等工作，为全区农业稳产高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大量水利水电工程的建成，使水利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本上

形成了以水库为主的灌溉体系、以堤防为主的防洪体系、以闸站为主的排涝体系，

小水电及地方电网建设日益扩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水利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除险保安、配套挖潜。在

“转轨变型，全面服务"方针的指导下，水利工作开始走上依法治水，经济良性循



环、健康发展的道路。

总之，黄冈地区水利建设，成绩是巨大的，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既有成功

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通过回顾历史，编纂一部《黄冈地区水利志》，用以存

史资治，十分必要。编纂者要我为该志作序，盛意难却，故书数言以为序。

贺导海

贺导海生于公元1914年，湖北省监利县人。1932年入伍，曾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土

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历任广济县(今武穴市)县长、黄冈行署副专员、中共黄

冈地委委员、剐书记。于1984年离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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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一

《黄冈地区水利志》在各级领导的重视支持下，经过编纂者近十个春秋坚持不

懈的努力，终于胜利纂成，即将出版问世。它称得上是全区水利事业中的一项系

统工程。这项软件建设与某些水利工程硬件建设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它的出版

是水利部门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黄冈地区水利建设历史悠久，历代史志虽有记载，但多为设目纪事，略而不

详，以水利专志形式系统记载，尚属首次。该志工程门类之齐全、内容之翔实，以

及成败得失等之记载，均为旧志所不及。它向人们系统地展现了全区水利建设发

展的全过程，留下许多动人的场景，给人以启迪，对当前和今后的水利建设必将

产生积极的影响。

黄冈地区地处吴头楚尾，北倚大别山，南滨长江，境内山区、丘陵、平原、湖

区兼有，“地貌单元繁多，水利内涵丰富"。该志根据自然特点，在篇目设置上，以

工程为主进行分类，结构严紧，排列有序，统属科学，观点正确，文字流畅，可

读性强。同时较好地体现了全区水利建设坚持因时因地制宜，进行综合治理，建

成了一个具有鄂东特色的防洪、排涝、灌溉三大工程体系，为全区国民经济的发

展起了重要作用。

该志大量的客观史料，雄辩地说明了以下三个问题：

一、党的领导是正确的。治水是治国兴邦的大事，是改造自然水环境，以除

害兴利为目的。全地区由于长期受水患的困扰，严重地制约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威胁着广大人民生命、国家集体和私有财产的安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历届中

共黄冈地委莫不以治水为要务，在执行水利方针、政策、法令、法规上，工程规

划布局上，具体方案的确定与实施上，防洪抗灾部署上，可谓谋略周密、决策果

断，其事例生动感人，经验教训值得借鉴。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党的正确领导。

二、人民群众具有伟大的创造力。该志记载了全地区干、支堤防创建与培修，

一千多座大、中、小型水库的建成，二三十万马力的机电排灌设旋的兴建，十六

万多千瓦的水电装机及长数千公里渠道和大量小型水利工程的修建。这些工程仅

完成土石方一项达二十多亿立方米，在当时施工机械缺少，使用工具较为落后的

情况下，主要靠人力、靠群众用肩挑背扛。靠“一担箢箕一把锹，两个肩膀只管

挑"的愚公移山的精神，叫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竖起了一座座治水丰碑，充

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在治水抗洪斗争中，有人还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他们这种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怕苦，不畏难，甚至不惜献身的精神，将激

励着人们为宏扬水利事业而继续奋斗。

三、工程技术人员作出了无私的奉献。一部地区水利志，记载了数以万计的

数据和大量史料，反映了多方面的情况，揭示了自然的客观规律，为领导决策提

供了科学依据。工程技术人员为了取得这些数据和资料，足迹遍及鄂东、鄂南的

山山水水。他们不畏严寒酷暑，顶风冒雨，进行调查研究、勘查测量、精心设计

和施工。每一项水利工程都倾注了他们的智慧和心血，他们不仅使每项技术经受

了严格的检验，同时还有所创新和发展。如明山水库坝基采用混凝土连锁管柱防

渗，大同水库大坝采用木板心墙，这些技术当时在全省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对

推进水利科学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该志从总体上看是成功的，不失为一部宏篇巨著。但

也有不足之处，如有的章节显得薄弱，记叙深度不够，有些该入志的史料可能还

有遗漏，尽管如此，仍瑕不掩瑜。

我是地区方志办的领导成员之一，管了几年修志工作，又是一个在水利战线

上工作了二十余年的老兵，应主编要求，谈了一些个人看法，不尽妥当，是为序。

王学晋

王学晋生于公元1921年，湖北浠水县人。194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律系，1949年入伍，

历任中共浠水县委会政策研究员，中共湖北省委政研室编辑组长、副科长，中共湖北省委农工

部调研科副科长，湖北省水利厅办公室秘书，黄冈地区方志办副主任等职。先后在国内报刊发

表论文、通讯一百二十多篇，他主编的电影剧本《昨夜雨潇潇》获北京《世界华人杯》文学

第三等奖，撰写了《飞雪迎春》，与人合编了《大别山岁月》等著作。于1991年离休。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实事求是地记述黄冈地区

水利事业发展历史与现状，力求突出本地区特色和部门特点。

二、本志取事，上自史志记载本地区有关水利事件的时间起，下至1990年为

限，个别内容，根据史料和需要，适当变更取事时限。

三、本志采用章节体，节下设目。以志为主，采用志、记、传、图、表、照

片、附录、文存等方式记实。

四、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省、地、县各级档案馆、图书馆、统计局及地区水

利局档案室；部分来自调查、回忆、口碑等资料。

五、本志采用以事系人和以人系事的办法记叙人物；对在水利建设中有突出

贡献的人物事迹，摘要记录。

六、本志记事范围，一般以1990年所辖行政区划为准，各个历史时期有关资

料，按当时所辖行政区划记叙。各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和地名，均沿用旧名，以

地名志为据，并加注今名。

七、本志纪年，1949年以前，以朝代、年号纪年，后注公元年号；1949年以

后，采用公元纪年。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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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地委"、“省委"等，均指中国共产党所属组织；凡称“政府"、

“人委"、“革委"、“专署"、“行署"等，均指人民政府及县、地行政领导机关。

九、本志计量单位、名称、术语、符号均按国家统一规定表述；计量单位一

律采用汉字名称表述；部分引用历史资料，按原资料引用，一般不作换算；数字

以阿拉伯字码为主，为照顾阅读习惯，少数采用汉字；地面高程一般采用吴淞高

程，采用黄海高程时加以注明。

十、本志记事采用现代汉语语体文，少数引用历史资料，按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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