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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坐取扎

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德钦县水利志》全面、系统地记述

了全县水利水电事业发展的沿革以及治水经验，为今后的建设提供了借鉴，也

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一件大好事。

"zk利是农业的命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治水是历代安

帮治国的重大课题，也是我们今天和将来都要认真抓好的一件大事。电力是重

要的能源，是国民经济建设的先行官。时代赋予重任，我们不辱历史使命。

德钦，山川秀丽，土地宽阔，雪岭连绵，江河奔涌，水资源比较丰富。千

百年来，生活在德钦这块土地上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为了生存与发展，为减

少自然灾害的威胁，曾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与洪旱灾害进行了长期不屈不挠

的搏斗，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建国前，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囚，他们的美好愿

望，总是难以实现，依然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生产力极其低

下，商品经济不发达，人民生活十分贫困。历代洪旱灾害，害得人民抬不起

头。大旱一来，田野禾苗枯焦，农民心如火烧；大水一到，田园屋舍一片汪

洋，人们痛断肝肠。德钦虽从唐朝初期开始就有一些治水活动，对水利建设事一

业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治水成就最大，成绩较为显著者，还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后的四十多年问。这四十多年间所取得的成就是历代无可比拟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把水利建设作为发展国民经济，改

变农村落后面貌的一项战略措施加以实施，县委、县人民政府直接领导全县人

民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根据本县自然特点，采取引、蓄、提措施，

兴修了981件各种水利工程。经过四十多年的艰苦努力，渠道、塘坝、河堤、

电站工程星罗棋布。随着水利事业的发展，对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

全面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饮水思源，全县各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水利

水电创业者的功勋。

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为了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指导未来的建设，探水利

水电发展的规律，并惠及后世，德钦县水电局领导卓有远见地于1986年4月

组建了水利志编纂机构，开始编纂工作。修志人员从收集、整理、核实资料入

手，历时四年，九修篇目，五修志稿，最后才定稿付印。他们竭尽全力，埋头

苦干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



《德钦县水利志》本着“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横排门类，纵斜史

实，资料翔实，体例完备，突出特点，图文并茂。基本上勾勒和揭示出了德钦

县水利建设的特点及规律，真是难能可贵。

《德钦县水利志》如实记述了全县各族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历

尽艰辛，所取得的治水办电巨大成就；总结经验，为进一步发展水利建设提供

决策依据；为后人研究治水历史提供有价值的历史资料；让人们通过新旧社会

的对比，更加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家乡，迸发出更大的积极性，把德

钦建设成更富丽的乐园。

明智者以史志为鉴，祝贺《德钦县水利志》问世，以达“资治、存史、教

化，，之目的。在中央改革、开放总方针的指引下，我们应加倍努力，为建设德

钦、振兴德钦奉献自己的力量。

(此里取扎，系德钦县人民政府县长、德钦县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按“详今略古，求实存真”的原

则进行编写。 ，

二、本志取事，根据资料，上追朔年不限，下限至公元1990年，部份章

节根据需要，个别问题适当延续。

三、本志以类系事，以类分编，以事立章、全志共四篇、十八章加慨述和

大事记，除概述从纵横两个方面统领全志外，其它则以篇设章，章下设节，节

下有目，分为四个层次，横排竖写的表达方法，突出重点，兼顾一般。

四、本志以文字记述为主，兼收表、图、照片、附录。

五、对历史年代称号，沿用历史习惯称呼，注以公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对历代政权均按当时称呼，如清朝、民国等，不加政治评语。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第一次出现时全称。其余涉及解放前、后的事件，均用

“建国前”或“建国后”。

七、本志关于地名的书写一律以《德钦县地名志》为准，并加注原名。使

用藏语则在括号内注明汉语释意。

八、计量单位的名称、符号均按国家规定执行，引用的历史资料仍照实记

载，且一般不作换算。

九、本志文中的数字表达，除引用资料按原来写法不加改动外，分别采用

汉字和阿拉伯字。

十、本志涉及人物官衔、职称等均按当时的官衔和职称书写。

十一、本志编篡、撰写、审稿、审修、制图、摄影、校对均署名，以示负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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