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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伊宁县水利志》在上级领导亲切关怀指导下，水利志

办公室全体人员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搜集资料，整理建卡．反

复编纂修改，终于脱稿fj可世。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本着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记载了伊宁县水利建

设的历史和现状。融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为一体，为伊

宁县经济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伊宁县地处伊犁河谷，气候宜人，水丰草茂，物产丰

富，素有“粮：仓”之称，具有较长的兴修水利的历史。新
中国建立以来，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

导下，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改天换地的英雄主义气

概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水利建设，成就显著。四十年来水利

建设为全县经济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先后建立了渔业基

地，商品牛基地，粮食基地。农牧业连续十五年丰收，1990

年跨入全国一百个售粮大县行列。如今的伊宁县：处处旧貌

换新颜．防洪长堤锁水患，林带交织郁葱葱，‘条条渠道引碧

水，块块条田五谷丰，电网覆盖送能源，农村五好气象新，

治山治水换天地，县乡经济大繁苯。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业是伊宁县国民经济的支柱。娶

巩固农业在全县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促进北山沟一带农业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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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开发，有计划地调整种植业结构．产业结构．乃至经济结

构，实现经济建设的协调，稳步发展的战略目标，水利必须

先行。伊宁县水利战线的广大职工要牢记江泽民总书记“水

到是基础产业”的科学论断，认真总结水利建设的历史经

验，发扬水利建设的光荣传统，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克己

尽责，团结奋斗，我县水利事业一定会继往开来，取得更好

更大的成绩。

李运普、

1992年1月

(作者系伊宁县水电局局长、总支书记)



凡 例

一，《伊宁县水利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思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记载伊宁县水利事业

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着重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伊宁县水利事

业发展的成就和基本情况。

二、本志上限追溯事物的发端，至有史料记载之时。下

限至1990年底。

三，伊宁县境界几经变迁，对历史资料的记载一般以当

时的县界为准。建国以后所发生的事，以当时的行政区划界

限为准．

四、本志体裁为记，志、传，图．表、录并用，按编，

章、节排列。全志共11编35章64节，附地图2幅。

五、本志为语体文、记述体。文风力求严谨、朴实、简

洁，戒浮夸。虚假。

六、清代以前用历史纪年，以汉字书写加注公元年代；

中华民国用民国纪年，加注公元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使用公元纪年，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七、本志数字书写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单

位i987年1月1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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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准。数字资料均采用县统计局．水电局统计资料。

八、本志所用资料以档案资料为茧．麟鳓用旧史资料和

文献资料时，除关键处注明出处外，—皴苯2予注明。
九，本志所用地名。历史资料用旧地缵，现代资料用新

地名，以《伊宁县地名图志》的标准地名为准。

十，币制．度量衡计量单位，建国前仍用旧制。建国后

一律用人民币币制，度量衡改用公制．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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