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l l

0 j



都江堰人民渠志

四川省都江堰人民渠第一管理处编

一九八九年三月



《人民渠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崔荣华

副主任：邱 锦 沈有青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冯成礼匿二重I伍月初刘德俊
邱 锦 陈方忠 陈光超沈有青

吴耀荣 郭仲明 党勋培 崔荣华

主 编：

撰 稿：

采 访：

制 图：

摄 影；

《人民渠志》编写组

郭仲明

郭仲明 彭德茂 陈光超

邱 锦 刘玉枢 郭仲明 党勋培

李省书 彭德茂 黄安全 阳本聪

陈光超 王世惠 钟仕芳 易大珍

彭德茂 杨晓亮

程新华毛蒂

Administrator
矩形

Administrator
矩形

Administrator
矩形

Administrator
矩形



《人民渠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崔荣华

副主任：邱 锦 沈有青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冯成礼匿二重I伍月初刘德俊
邱 锦 陈方忠 陈光超沈有青

吴耀荣 郭仲明 党勋培 崔荣华

主 编：

撰 稿：

采 访：

制 图：

摄 影；

《人民渠志》编写组

郭仲明

郭仲明 彭德茂 陈光超

邱 锦 刘玉枢 郭仲明 党勋培

李省书 彭德茂 黄安全 阳本聪

陈光超 王世惠 钟仕芳 易大珍

彭德茂 杨晓亮

程新华毛蒂

Administrator
矩形

Administrator
矩形

Administrator
矩形

Administrator
矩形



鬻
嬲

≯
蠢

{骊
帮

氛
盛 辫 j趣

i“ 文
i

岛
．

．
^

震
·

≯
∥

磐
、

1
／

／
ll

。
．
：
-

∥

缀
辫焉

>邪、渠、灌帮
冈嬉圆

尽∥#≯毒、蛰

麓霉◇心搀 雾
藤¨

圆 窭

∥^

@产
一辫≯

R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都江堰全最

Administrator
矩形



啊丫灞旷喇

人民桨渠首枢纽全景



马牧河连锁闸



人民渠总干渠



红j^渡槽



鲁班水库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渠首电站外景



梨首电站内景



人民渠第一管理处机关





序

《人民渠志》是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人民渠第一管理处组织编写

的第一部人民渠工程专业志。目的在于为灌区管理工作提供可资借鉴

的资料，为全面，系统地了解认识灌区实情，制订水利事业发展规划，

提高灌区管理工作水平，增强管理职工和灌区群众爱渠、爱灌区，爱

国家的思想服务。 t
．、

本志的编修，力求按照志体要求和专业特点，结合灌区实际，在

内容上着重记载灌区水资源地理环境及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历史和现

状，反映人民渠的发展变化及主要工程设施的状况，对灌区经营管理

亦作较系统、完整和动态的记述。 ． ． ～
．’

我在人民渠灌区从事管理工作近30年，纵观人民渠灌区水利事业

的发展史，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水利工程的兴建和效益的发挥，既改

造着地理环境，也受自然条件的制约；既对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

推动作用。又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推动，并受其发展速度所制约·：

因此．在研究和确定灌区水利发展战略，制定管理工作计划和作出重

大决策时，须始终不逾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灌区地理条

件、社会经济条件的实际出发，扬长避短．趋利除害．从当前灌区水

利发展的趋势来看，我认为有几个问题是值得认真加以研究解决的。

一是正确认识灌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综合性和多样性，在充分发

挥人民渠工程的骨干作用的前提下．要大力发展和维护灌区小型农田

水利工程，使灌区水资源优势得到富有成效的发挥。只有这样才能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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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灌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用永需要。

二是把实现节水型农业放在关系全局的战略地位上来，建成节水

型的灌区，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采取切实措施，认真解决日益

严重的农业大春用水集中打挤的矛盾和工农业生产用水的矛盾。在供

水上，要加强计划调节，优化配水，逐步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保持

用水总需求和总供给大体平衡。

三是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逐步提高灌区科学管理水平。灌区管

理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是国民经济发畏的大势所趋，这就需要大

力加强智力投资，提高管理人员素质，并逐步采用先进科学技术，改

善现有工程设施和设备，以不断提高水的利用率和供水调度的合理

性。 ．

四是坚持“全面服务，转轨变型"的改革方向，贯彻“加强经营

管理，讲究经济效益”的方针，从理论和实践上努力探索在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灌区管理的新路子，使灌区经营管理机制更具活力，更好地

适应本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灌区管理机制的改革，关键在于正确认

识和处理国家、管理单位，t+用水单位．管理职工和灌区群众的权益，

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以上几点．在本志有关篇章的记述中均有所反映。《人民渠志》

的脱稿问世，也许会有助于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探索。

崔荣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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