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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水利志坚持以“科学发展观”及党的十七大报告精神为

指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结合耒阳的实际情况，记述耒阳市水

利水电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秉笔直书，不加渲染，力求做到思

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和谐统一。

二、本志首设序、图纸、领导视察、题词、各类照片、概述，

再设大事记，人物，杂录，按编年纵贯古今，设10篇34章106节，

各项统计表格24个，共106万字，为志书主体；要求“志全、篇

专、章显、节清、目细”，采用以语体文据实叙事，在内容上突出

时代特征、地方特色和行业特点。

三、本志时限，以上尽可追溯到各类水利事件的发端，下限止

于2008年末，大事记和重要内容下延至2009年底。本着“详今略

古、详近略远"的原则，立足当代，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耒阳市水利水电事业的发展历程。

四、耒阳市所辖行政区域有所变动，1995年撤区并乡之后，

由7个区53个乡、镇、办事处变为1个经济开发区，35个乡、

镇、办事处。本志取事记地均以"-3时的行政区域名称为准，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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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行注明。

五、本志行文中使用的数据，除历史年号用汉字书写外，其他

一律用阿拉伯字书写。

六、属于水利水电工程专用名称及计量单位均用汉字书写。

七、本志所用资料来自湖南省水利厅、湖南省欧阳海灌区水利

水电工程管理局、衡阳市水利局、郴州市水利局、耒阳市档案局、

统计局、气象局、市水文站、水利局档案资料、水利系统各业务部

门、知情人士回忆记述、口述等，编纂时不再加以注明。



序一

水是生命的源泉。孕育文明，滋润万物，与人类生存、生活、

生产的各个方面息息相关。兴修水利，兴利除弊，是人类改造自然的

必然选择。从远古时代的大禹治水，到明代潘季驯束水攻沙的治黄实

践，从李冰筑堰、郑国修渠，到近年来的南水北调工程、三峡工程，

可以说，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可以浓缩成一部波澜壮阔的治水史。

兴办水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千百年来，人们想水、惧

水、斗水、治水，却始终没有摆脱“水"的困惑。古水之利，修治

河渠堤坝，使民众得灌溉之利、舟楫之利、水利作业之利；如今，

兴修水利已成为人民生活、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课题，

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已大大拓展，既包括防洪、灌溉、供水、发

电、航运、渔业、生态保护等方面的综合利用，也包含农田水利、

工程水利、城市水利、资源水利等多种形式。

正值全党、全国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之时，细细翻阅这本《耒阳

市水利志》，对耒阳水利发展史有了更深的认识，倍感历史沧桑的

厚重和战天斗地的豪情!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勤劳勇敢的耒阳人民以“敢教E1月换新天"的雄心壮志，打响了一

场兴修水利、重塑山河的持久战。50年代，是自力更生、肩担背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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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修水利的时期；60年代，以兴修蓄、堤、引水工程及机灌、电

灌、堰坝、水轮泵站为主；70年代重在小塘、水库升级，兴修欧阳

海灌区渠道；80年代积极开展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保安；90年

代建设“五标”、“五小"工程，开展流域综合治理、城市防洪堤

保护圈建设、农村人畜饮水安全解困等方面，成功续写着耒阳水利

建设和辉煌。如今，一座座水库平如境，一架架渡槽飞如龙，星罗

棋布的各类水利设施，犹如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耒阳这块大地

上。可以说，正是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勤劳的耒阳人民依据自己

的双手，改造自然，改造环境，成功地把旱涝频繁、“望天吃饭”

的贫瘠之地，变成了自流灌溉，旱涝保收的湘南粮仓。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民生之基，更是发展之本。一个地方的

发展路径，只有结合实际、因地制宜，才有生命力，才能实现可持

续发展。当前，全市上下正按照“坚持科学发展，推进经济转型"

的发展思路，发掘“五色"资源，打造“两个"实力，即充分发

掘、保护和利用以煤炭为代表的“黑色"资源，以蔡伦造纸为代表

的“白色’’资源，以湘南起义为代表的“红色”资源，以耒水为

代表的“蓝色”资源，以油茶和楠竹为代表的“绿色"资源，不

断增强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以此在更高的起点上推进经济社

会又好又快发展。耒水是耒阳人民的母亲河。今后一段时期，全市

各级各部门特别是水利系统要围绕“蓝色”资源，做活耒水文章，

高标准、高档次、高品味建设好耒水防洪工程和耒水风光带，为耒

阳水利的辉煌事业再添新的篇章!

是为序。

(作者系衡阳市委常委、耒阳市委书记 袁延文)

二O—O年六月



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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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自古已然。《耒阳市水利志》历时三载，即将付梓，

意义深远，实是耒阳水利史上可喜可贺的一大盛事。

水是生命之源。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自

古以来，大凡施政者都非常重视水利工作，大禹父子堵疏治水，秦

朝李冰修设都江堰，汉代贾让治水三策，元代王景的“河、汴分

道"，北宋范仲淹“浚河、修圩、置闸”，明朝潘季驯的¨束水攻

沙¨⋯⋯这样的范例不胜枚举，至今仍广为传颂，影响着一代又一

代人。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部水利史就是一部人类战胜自然灾

害的历史，反映了一个地方的艰难发展史，甚至是一个地方的兴衰

史。耒阳境内水系丰富，水力资源富足，耒阳人民世受水恩，不断

繁衍、发展、壮大，但同时受气候影响，耒阳频发水旱灾害，耒阳

人民也饱受其害，尤其是2006年的4号台风“碧利斯”和2007年

的9号台风“圣帕”连续两次特大洪涝灾害最为甚。然不屈不挠的

耒阳人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不舍昼夜，不分酷暑，一砖二石垒

起了浩瀚的水利工程，一次又一次掀起兴修水利的高潮，一代又一

代战胜了一次次自然灾害，就地取材建设了第一座中型水库——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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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塘水库，土洋结合建设第一个水电站——高壁堰水电站，出资出

力建设遥田水电站等等，每一处都是人民群众汗水和智慧的结晶。

目前全市有水库近300座，各项水利工程近5万处，蓄水达3亿多

立方米，基本能实现农田旱涝保收；全市有中、小型水电站72座，

装机容量达10．76万千瓦，年发电量4．52亿度，水利水电已成为

耒阳的支柱产业。

修志是手段，用志是目的。《耒阳市水利志》立足当代，纵贯

古今，对耒阳的水利事业，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对耒阳水利建

设的发展历程、功过得失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鲜明地展现了耒阳

水利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基本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

的统一。它的编辑出版，为指导水利事业发展，探求新时期节约、

保护水资源指明了方向，为施政者借古鉴今、治水兴利提供了科学

决策的依据。我们应该进一步熟悉它、研究它并运用它，依法治

水，科技兴水，为进一步加快耒阳经济社会发展，建设实力耒阳、

和谐耒阳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是为序。

(作者系耒阳市委副书记、市长 李辉)

二。一O年六月



序三

如今，一部凝聚耒阳水利系统干部职工智慧和汗水的《耒阳市

水利志》终于编纂完成。这是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耒阳人民治

水兴水历史的文献资料，填补了耒阳市水利专业志的空白，是一件

功在当代、惠及后世的千秋大业。相信它的出版发行，将对耒阳各

级各部门进行水资源规划与利用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和借鉴

意义。

水利关乎国计民生，是农业的命脉，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解放59年以来，耒阳大批高标准、高

质量水利水电工程的兴建及对水利工程的有效管理和对水资源的依

法管理，有力地推动了耒阳经济社会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水资源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是生态与环

境的重要控制性因素。水利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

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肩负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党的十七大报

告中指出：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保护土地和水资源，

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重点

加强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加强水利、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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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草原建设，加强荒漠化石漠化治理，促进生态修复；加强应

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强化防灾减灾工作等。这些重要论述，深刻

阐明了水利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水利工作

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为水利工作指明了道路和方向。今后，我

们要继续围绕“深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坚定不移

地推进水利可持续发展；围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

新要求"，进一步明确治水战略目标；围绕“以人为本”这一本质

要求，把解决涉水民生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针对耒阳特点，

树立忧患意识，关心民生大计，用现代化的治水理念、科学技术、

管理制度，来构筑安全的除害减灾体系、高效的水资源保障体系、

和谐的水生态文明体系、有序的水公共管理体系、现代化的水利科

技创新体系、数字化的水利信息网络体系，切实有效解决耒阳干旱

缺水、洪涝灾害、人畜饮水困难、病险工程、水污染和水土流失等

问题。

《耒阳市水利志》有助于我们结合实际，更好地做好耒阳的水

利工作，更好地造福于耒阳人民。我热切地希望耒阳水利战线的同

志们、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来阅读、学习和运用它，不断从中汲

取力量和智慧，更好地认识耒阳水利的发展规律，继往开来，开拓

进取，奋力拼搏，扎实工作，不断开创耒阳水利建设事业的新局

面，促进耒阳水利事业的可持性发展。

是为序。

(作者系耒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陈淼)

二O O九年十二月



序四

耒阳的水利事业历史悠久，早在东汉时期就开始发展灌溉事

业。《水经·耒水注》记载“耒阳肥川之北有泸塘，塘池八顷，其

深不可测”，泸塘就是湖南最早见于史料的四大蓄水工程之一。后

经历各朝代，水利工程陆续增多，水利科技日益进步，管理工作也

不断加强。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耒阳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兴修水利，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日新月异。1950年至2008年的

59年里，共投入劳动工日34843万个，新建各类水利工程45465

处，有效灌溉面积58．5l万亩，其中旱涝保收面积49．59万亩j

设计年均水力发电量4．52亿度。

可是，一直以来，耒阳水利事业的巨大发展成就和成功经验及

教训，。并没有专著来系统、科学地记述。《耒阳市志》对水利虽有

一些记载≯但都苦于著述有限。．“观今宜鉴古”，不论目前或将来，

都需要一部将水利建设的历史和现状真实记录下来的专志。为落实

科学发展观，促进人水和谐，按照耒阳市委、市政府及上级部门的

统一部署安排，耒阳市水利局纂修了《耒阳市水利志》，这是顺乎

时代潮流：，i适应群众要求、惠及后世福祉的大好事，具有深远的历

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耒阳市水利志》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编写过，当时由于条件

有限，只是搜集了部分资料，并未编成志书出版。近三年来，市水
·．1r0．：



利局按照省、地市关于编修《水利志》的规范要求，采用重新安排

篇目，精心搜集资料，多方查阅档案，召集老同志座谈等多种形

式，从头改写，增删补益，终于2009年1 1月完成《耒阳市水利

志》的初稿。整稿完成后，又曾反复修改，并经省、地、市有关部

门的领导、专家、技术人员的评审一致通过。

志书编纂人员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详今明

古，分门别类，纵向记述。根据求实存真和科学分析的原则，着重

记述新中国成立以来耒阳水利发展的历程和成就，寓褒贬于叙事之

中，以资政、存史、教育。志书政治观点正确，体例完备，内容资

料翔实，文风端正，较好地突出了耒阳时代特征、丘陵山区特色、

水利专业特点。全志以篇、章、节、目四个层次编排；以志为主，

辅以记、传、录、图、表和照片，既体现了真实性，又增强了可读

性与实用性，是一部集水利史料性、知识性、科学性、实用性于一

体的水利史志。在编写中，编纂人员虚心好学，勤奋努力，克服困

难，精益求精，对志书的完成付出了很大的精力和汗水，这是应当

予以充分肯定的。

当今，水利建设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我

们必须将¨科学治水¨理念落实到水利建设中，把民生水利建设放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根本，以改善

人民群众生活条件、生产发展、生态环境等水利需求为重点，突出

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水利问题，形成保障民

生、服务民生、改善民生的水利发展格局，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水

利发展成果，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创新水利发展模式，加快

水利建设步伐。

是为序。

(作者系耒阳市水利局局长 郭兴中)

二o o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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