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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旱节水服务站

郑八庄河防排灌管理处

洼地综合水利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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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然而有史以来丰润县还没有一部水利专业

志书。《丰润县水利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遵循详今略古的＼

原则，以系统、翔实的资料，全面地记述了丰润县水利事业的发展过程，尤-其突出反

映了建国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丰润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

县人民团结一致进行了大规模水利建设。防洪、除涝、灌溉等工程已初具规模，基本

摆脱了洪、涝、旱、碱等自然灾害的威胁。《丰润县水利志》通过对建国以来丰润县水

利建设成就的总结，阐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的客观真理。

今天，随着城乡改革的逐步深入，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水利在

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水利作为基础产业，更需要进一步加强和超前发

展。

《丰润县水利志》先后三易其稿，通过大量的史实资料，彰明了各项水利工程的

因果，并力求继承传统，创社会主义方志之新，反映丰润县的地方特点和时代特色。

重温过去，是为了借鉴以往，开创未来。编修《丰润县水利志》的目的在于揭示

规律，为经济建设服务，为科学决策提供历史的借鉴和现实的依据，利今世而嘉惠

后人。

范永德

199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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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编写上限不定，下限断至1986年，重大水利事件记述到1990年。

二、本志按水利工程项目分章立节，依历史阶段，年代顺序记述。

．三、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编写，并配以必要的图表，引用历史资料保留原来文

体，加注标点符号。志中引用的文献资料，均注明出处。

四、对各历史时期的各级政权名称均按当时的习惯称谓。志文中提到的“党”，

指中国共产党，所记的“县委”、“地委”、“省委”均指中国共产党所在地方党组织。叽
称“政府”、“人委”、“革委”均指县人民政府。

五、本志第一次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用全称，以后简称“中国”、“建国前”、

“建国后”。

六、本志所用的各种统计数字，以县统计局公布的统计资料为依据，县统计局

没有的资料，采用县水利部门及县档案馆的统计调查资料。

七、凡不注明的高程一律为黄海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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