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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水利设施，整合县内两大水系及其配套建筑物，使之形成了防、排、

灌、蓄多功能齐备的水利网络；

改革水利投资机制，多渠道投资、融资办水利。在开辟了潘庄引黄灌区夏

津引蓄工程的基础上，又开辟了引位入夏这一重要客水水源，新增引水能力

30．8立方米／秒；

实施科学兴水战略。推广喷灌、滴灌技术。改革施工方式，变人力施工为

机械施工； ’

勾画了夏津水库的宏伟蓝图，并付诸实施；

进一步推进了水务一体化管理进程，将全县的涉水事务纳入了法制化、规

范化的管理轨道o

《夏津县水利志》对上述吏实都有客观、翔实的记述。

志书在记述20年水利建设的同时，也宣示了未来水务工作的发展趋势和

应遵循的原则，即：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规

范的执法行为治水管水，构建和谐社会，营造优美生态环境。从而促进工程水

利向资源水利转变；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转变；以人治水向依法治水转变；计

划经济福利水向市场运作商品水转变。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此次所修水利志书是夏津第二部水利

专业志书o“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总结过去，以指导

现实，规划未来。相信志书在总结前人治水经验的基础上，为探讨今后治水方

略能提供一定的借鉴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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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志书的编修人员不畏劳苦，埋头奉献，历时

3年8个月，始成书付梓，水务局党委对修志工作给予全方位支持理所当然。．

编史修志又是一项陌生的工作。编修人员没有经验，无模式可循，只能在

实践中不断总结，不断前进。

志书编纂期间，曾得到各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大力支持，值此成书之际，我

谨代表水务局党委向关心、支持志书编纂工作的专家、学者、同志和朋友表示

衷心地感谢!

二OO六年八月



序 ·3·

． 序

夏津县县志办公室主任 李宏升

新纂《夏津县水利志》的付梓印行是夏津人的喜事，德凯、维山同志嘱为

作序，时下第二轮县志续修工作业已全面启动，事务羁滞，但却之不恭，无奈拨

冗披揽，乃不揣孤陋而捉笔o

新纂《夏津县水利志)36万字。上限1986年，下限2005年。分章、节、目

三个层次，以章领节，以节领目，上下相因，层层递进，分类科学，统属合理，较

完整地涵盖了全志内容，系统地反映了夏津县水利事业自1986年至2005年

的本质和全貌。

从体例上看，《夏津县水利志》符合志体的结构与章法。在述、记、志、传、

图、表、录等志书体裁的运用上是恰当的。在行文方面，采取了以语体文、记述

体，横排类目，纵述发展的撰写方式。不妄加评品，寓得失、盛衰、经验、教训于

记述之中。卷首的“概述”写出了夏津县20年的水利事业发展变化的“大势

大略”，对其发展特点及优劣利弊作了较妥贴地记述。尤其各章无题小序的

撰写更加精到，写出了精炼、含蓄，令人思索的期望式的远景展望和方向。譬

如在第三章的无题小序中记述说“随着水资源紧缺程度的不断加剧，诸如如

何节约用水、科学用水，如何更好地拦蓄地表水、合理开采地下水、积极调引客

水，如何补充地下水，如何防止水资源的污染等一个个新课题凸现在人们面

前，成为今后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个语意深沉，令人思索，期望式的方向展望

是非常有价值而且发人深省的。对后人的用志，对夏津县水利事业发展将起

到不可低估的作用。该志书在资料分析、界定和归属上细致而严谨，譬如其将

“雪灾”、“冰冻”列属于“水灾”之中，而把“因连阴天，使大棚种植受到损害”

摈于“水灾”之外(归于气象)，则是很得体而贴切的。其他优点兹不作列述。

通过新纂《夏津县水利志》的编撰与印行，足可看出以宋立用同志为局长

的夏津县水务局领导对史志工作的重视与支持。也可看出以许德凯、王维山

同志为主的参编人员对浩繁资料的驾驭能力与深厚系统的专业知识，以及在

“艰苦、清苦、辛苦”的环境中所付出的巨大劳动和“淡泊、宁静”宵旰勤劳的高

尚文翰德操。



夏津水利志

完备地载辑了夏津县1986年至2005年水利事业的

后、存史、资治、教化”的价值。它的出版发行将对全

津史志文化的繁荣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oo六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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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纵向记述水利大事。正文12章，按概貌、治理、管理三部分横排竖写，后设

“文存”、“附录”、“跋”o体裁采用志、述、记、序、图、表、录多种形式，以志为

主，各有专用o

四、资料来源主要是摘抄档案、参考旧志、县直有关单位提供、下属各单位

提供、实地考察座谈等。

五、涉及乡镇(办)、单位名称的，一律使用当时的名称。

六、一项成果，一篇文章，如多次获奖或刊登，只选用规格最高或刊用最早

的一次。

七、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公制。文字叙述时用汉字，表格中用英文代号。

八、荣誉的选录标准：集体荣誉和个人荣誉都是受县委、县政府以上表彰

的。上大事记的只有受地市(厅)以上表彰的集体荣誉。

九、志中所涉及的地面高程均为黄海高程。

十、章节目以一、1、(1)、①表示顺序和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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