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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津南区水利志》印刷出版的批复

津南区水利局：

《津南区水利志》是《天津水利志》分卷之一，天津市水利局水利

志编纂委员会，从开始部署修志，拟订篇目，搜集资料，观点确立，内

容选取直到文字记述，版式设计等全过程，分工编办室编辑丛英、吴

云生全权负责。期间，几经审阅、修改、完善，最后约请天津市水利局

水利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张志淼，编委会副主任、副总编辑、编办室负

责人金荫，编委会副总编辑张荣栋，编办室编辑丛英、吴云生等最终

审定-认为：作为区县级水利志书的《津南区水利志》基本符合“新编

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和“江河水利志编写工作试行规定’’的要求，同

意印刷出版。

天津ifj 员会

一日



序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圈者以志为鉴99 0《津南区水利志》出版了，值得

庆贺。津南区古寒无遗嚣性水利专志，历代编纂的逶志、府志、墓志等仅在建置

卷内设“河渠篇”，曾对津南区水利简略提及。建国后，我们党和政府对编修新

方志卡分重撬，多次发鸯缡掺薪方志的通知。爵值“盛世修志’’，津嘉嚣水翻局

经五年努力，编修了《津南区水利志》，填补了这一空白。对于了解津南区水利

建设发震清嚣，指导今后静水利工箨是卡分有益鑫萝≥

津南区地处九河下梢，地势低洼，土壤盐碱，历史上旱涝灾害频繁。建国

后，持到是一九六三年毛主蓐发囊“一定要掇治海河”的伟大号翟骧后，津毒人

民开展了大规模兴修水利的工作，对洪、涝、旱、械进行了综合治理。我于六七

卡年代在津嘉嚣水誉局王俸，对全区人民露结治永、艰苦携搏的感人情景凌历

历在目。经过四十年的努力，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津南区水利面貌

有了投本性变化，实现了透旱能灌、逶涝篷嚣，有力楚促遂了全驻工农监生产

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津南区永r葶{l志》本着娃缝合古今，详今略古’’昀愿捌，对津南区在各个历史

．阶段水利建设的主要成就、经验、教训等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记述，内容翔实、

资耨可靠。汇恶想性、稃学性、资料性为一体，是领导决策者和水利工作者不可

多得的参考资料。既可为今后的水利建设事业提供历史借鉴，也有助予领导决

策者和广大本到工作者迸一步了解津南区水利蟪历史和现状，及焉更好篷处

理当前水利工作中的许多现实问题。因此，衷心希望《津南区水利志》为开创津

离永瘸王作蓑蜀匿、摄兴津煮经济发挥一定戆作餍。

囊志淼

1 993年9月



凡 例

一、《津南区水利志》的记述范围主要是现辖区域内发生的与水利有关的

事件，部分时期根据需要按当时行政区域记述。

二、本志以“详今略古”为原则，上溯事物发端，下限至1990年，大事记延

至1992年。

三、本志采取多体并用，以类系事的方法编写，依历史阶段、年代顺序加

以记述，以志为主，辅以图表及照片，层次设章、节、目。

四、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个别事件为记述完整，结合纪事本末体的记述方

式。
‘

五、本志引用历史资料时，一般抄录原文，并加以引号；志书中所有数字

主要依区统计局及水利部门的历史资料，凡其它部门的资料，均注明来源。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简称建国前)以朝代、年号纪年，括号内注

明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简称建国后)以公元纪年。．

七、本志凡简称“党"，均指中国共产党，凡称“党支部”、“党委”、“县委”、

“区委”均指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凡称“政府"、“人委’’均指人民政府，凡称“革

委会”或“革命委员会”均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各级政府。

八、本志不设人物传，均采用以事系人的方法进行记述。

九、本志中计量单位，除引用原文外，如：丈、尺、顷、石、斗。一般采用公

制，如：毫米、米、公里、公斤、吨、立方米。个别的则依现行惯例，如：亩、里等。数

字记法，按国家七委局《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志中地面高

程，凡不注明者，均为大沽高程。

十、本志中“根治海河指挥部”指1963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一定要根治海

河"号召以后，成立的治理海河指挥机构，津南区所参加的区外工程，记于“大

事记’’中，参加市引滦入津工程亦记于其中。

十一、本志中收录的古碑文、原禀均原文抄录，不予改动，并注明出处。

十二、津南区历经建撤合分，称谓曾多次变更，如：天津县一、六、七区，津

南郊区、南郊区、河西区、南郊区，1992年3月6 Et更名为津南区。为与史实保

持-致，凡志中涉及区名时，一律按当时称谓记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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