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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序

《辽中县水利志》经过近三年的整理编写工作，现在已正式出

版发行。这部志书包括九篇，二十七章，七十四节，比较全面地介

绍了辽中县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和水利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是

一部具有存史、资政和教育价值的水利专业志书。编纂《辽中县水

利志》是辽中县人民盼望已久的事情，今天终于如愿以偿。

辽中县地处辽河中下游，由北向南，从东到西，呈缓斜递降，

境内有辽、浑、蒲、细、绕五条河流，总长二百一十多公里，地势低

洼平坦，水资源丰富。然而在旧中国，由于历届反动政府不注重兴修

水利，造成河流淤塞，堤防残缺，水灾不断。当时，辽中是有名的

“九河下梢，十年九涝”的低洼易涝地区，人民饱受水患之苦，生

活极端贫困。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对水利事业非常重视，中共辽

中县委、县人民政府把根治水害，兴修水利作为发展辽中经济的重

要措施，统一规划，．集中领导，广筹资金，动员、组织全县人民疏

通河道，修堤筑防，拦河蓄水，变水害为水利。经过坚持不懈的努

力，全县五条河流的防洪标准逐年提高，一百零五万亩低洼易涝耕

地基本上得到治理，+其中达到十年一遇治涝标准的就有七十六万

亩，蓄水能力达到二千多万立方米，开发利用地下水2亿立方米，

水田面积由解放前的几百亩发展到五十多万亩，实现了一人一亩水

浇地，粮食产量由解放初期的五点九万吨增加到四十六万吨，林，

牧，副，渔各业也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目前的辽中，可以说是



安居乐业。实践充分说明，水利不仅是农业的命脉，

的命脉。

变水害为水利，辽中县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经过了

，在这场斗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这

做了相应的记载。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既是对前人

传统和宝贵经验的继承和总结，也是对子孙后代的

以说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

统、深刻地总结了辽中县近八+年治水工作正反两

，不仅对自然特点和历史史实做了完整地交待、而

工作的失误之处毫无隐讳，使后人从前人的失误中

能可贵的。在记述水利事业的发展过程时，作者以

凿的材料予以肯定和否定，在肯定成就时也指出不

时，也对当时的形势和客观条件进行具体说明，使

悟到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因此说，这部志书也是二

的专业志书。

观点鲜明，内容翔实丰富、叙述详略得当，言简意

图文并茂。在编写过程中，‘自始至终贯彻了中央、

纂史工作的指示精神，同时得到了有关领导同志、

部门及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我们

修人员，他们废寝忘食，不辞辛苦，克服了档案散

困难，广征博采，反复核实，几经修改，完成了这

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的《辽中县水利

志书能够为进一步发展辽中的水利事业起到它的借

但是，由于资料不足和编写水平所限，错误和遗漏

大家给予指正o

季春明

一九九一年春



凡例 3

凡 例

一．．指导思想：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

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水利事业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二，编纂原则：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突出地方特色，体现时

代特点，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三，时间断限：上限自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设辽中县治

起，对有些需溯源的事物，则适当上溯；下限断至1985年。

四、内容编排：全志设9篇27章74节，志首列有序言，凡例、

概述，图、表，照片插入正文，志末载后记。

五、志书体例：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编年体和记

事本末体相结合；其余均用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寓观

点于材料之中。

六，纪年方法：从古至今，均采用公元纪年。解放前纪年，在

公元纪年后括注朝代，国号纪年。志中“解放后矽，系指1948年10

月28日(含10月28日)辽中县解放之后。

七，时代称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因县属行政区划与地域

名称多次变更，故记述事实时，用该事实发生时的政区名称。

八、数字书写：

1．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词汇，成

语．．专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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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百分比用阿拉伯数字；十位内的分数，用汉字。

八，计量：均用公制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之款项数，

一律以现行币值计算。

九，人物：按生不立传的原则，主要记述为辽中水利建设和抗

灾斗争捐躯的现代人物。建国后各时期的模范先进人物、先进单位

均收录文内，对曾在本县水利史上留有业绩，籍属本县的人物，也

予以搜录。

十，本志材料，来自省，市(专署)、县档案资料，县水利局

档案室资料，旧志、报刊、专著以及有关人士的回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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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辽中县于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设治，因地处辽东、辽

西之间而得名。县以下的行政区划多次变更。1985年，全县设8镇

13乡和国营四方台农场1处，共辖264个行政村。总人口为479677

人，其中农业人口425682人。中共辽中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驻在辽中

镇，现为辽宁省沈阳市辖县。

全境位于辽宁省中部，地处东经122。267至123。67和北纬

41。127至41。477之间。南北长64公里，东西宽52公里。东与沈阳市

郊的于洪区毗连，西邻黑山、台安两县，东南隔浑河与灯塔、辽阳

二县相望，北与新民县接壤。全县自然面积为1644．92平方公里，

耕地面积为1308160亩。

全境属低洼平原，系辽河冲积扇的一部分。除老大房，四方台

和茨榆坨等乡镇散布着少量低矮的沙丘外，其余地面一马平川，坦

荡如砥。地势从东北向西南呈缓慢斜递降，地面坡降约1／5000，

起伏甚微。东北新民屯为最高处，海拔高程为23．5米；西南于家房

为最低处，海拔高程为5．5米。

全境属于温带半湿润季风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为8。C。春

季多风，夏季频雨。年平均降水量633．3毫米，最多年份达1041．7毫

米。年平均无霜期164天，年平均日照为2800tJ',时。这些自然条件

适于发展农业。主要粮食作物有水稻、玉米，高梁和大豆，是辽宁

省17个重点生产粮食的县份之一9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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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河流纵贯，主要有辽河、浑河、蒲河、细河和绕阳河，分

属两个水系。辽河、绕阳河属辽河水系；浑河、蒲河和细河属大辽

河水系。浑河在境东沿界而过，绕阳河在境西沿界南流。辽河、蒲

河、细河穿越境内，将金境切成浑蒲，辽浑蒲、辽柳(绕)三大自

然区域。

解放前，境内素有“九河下梢，十年九涝"之称。据载，1888

年(清光绪十四年)，大雨滂沱，连月不开，河水泛滥，遍地行

船。田园颗粒不收，庐舍几近无存。灾民，有的以河里杂草维持生

命，有的用房箔秫秸磨面充饥，饿死人数百有三十。建制后至解放

前，兵燹连年，水患频仍。仅1911—1931年20年间就发生11次较大

洪水；东北沦陷的14年中，境内大水灾达5次之多，而局部涝灾几

乎年年都有。人们从生产实践和无数次的涝灾中深感治水的重要。

但旧社会没能也不可能解决人们的忧患。县内各河堤坝矮窄，既不

能抗御洪水，又不能排涝灌溉。封建势力设防围堵，洼地内水乏于

疏导。广阔的农田， “遇雨即涝，大雨则灾”．。粮食产量低下，人

民生活极端困苦o

解放后，中共辽中县委、县人民政府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水

荆是农业命脉"的指示，始终把除水患，兴水利当成安定人民生

活，发展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的关键措施来抓。经过三十几年

的筚路蓝缕，艰苦奋斗，各河防洪标准普遍提高，建成了完整的排

灌体系，改变了昔日“遇雨即涝，大雨则灾"的困苦局面，促进了

农业生产不断发展，促进了人民生活不断提高。

为安定人民生活，发展农业生产，县委、县人民政府认真贯彻

中央“治外水为主，治内水为辅矽的水剂方针。1949--19 55年7

年时间，重点整修了防洪工程，全面修复了残破堤坝，改造了不合

理堤距，使洪涝灾害有所减轻。这个阶段，辽河堤防改线22处，堵

口7处，．河道裁弯1处，护岸2处。浑河整治99项，太子河(原属

辽中)整治12项，蒲河整治268项，小柳河和细河共整治23项口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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