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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志办字(91)第9号一

六安行署水利电力局：
，，你局报送的《六安地区水利志》(送审稿)已审读。志稿观点正确，

篇目合理，内容完备，，文字流畅。全面地反映了地区古今水利面貌；

翔实地记述了地区古今水利工程兴衰起伏的历史和经验教训；’有机地

联系了对地区水利工作作出贡献的人和事，特别是对事关大局的水利’

工作，寓事之中都给予切当的评述和议论。所有这些不仅对当今有现

实意义，而且在今后亦将起着借鉴作用·我们认为这是一部具有科学，

严谨的水利资料著述·

六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日



序

‘我国厉代文化建设的一个传统是当代修志，隔代修史。当代修志，
是撰写现在的事情，但为了不割断历史，保持志书的连续性，不仅要

修当代的，还要追溯历史·I《六安地区水利志》，在盛世修志的热潮

中诞生并付梓出版，这是一件大好事。它着重记述了这个地区建国以

来的水利事业的发展，追溯了2580多年的水利历史，贯穿着一方在历

史长河发展中的河流水系的沿革，自然和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

治理河川湖泊状况等情况，成绩彰明，失误不隐，求实存真，寓意于

事，为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提供了有价值的历史借鉴和现实

依据。 ．

建国后，我在六安地区工作将近17年，先后担任县，专两级党政领

导。对这一期间的水利建设，都亲自参与。50年代初，参加过伟大的

治淮工程；50年代后期，组织实施对淠史杭灌区的开发。后来调到省里

后，工作基本上还是分工主管水政，对六安水利建设和管理的每一个历

程，也十分关注，所以对六安地区的山山水水我是较为熟悉的，怀有深

厚的感情，特剔对洪涝和干旱威胁着那里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更是有着

切肤之痛。建国40多年来，淮河的整治，淠史杭灌区的建设，以及众多

的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这些都是为了克服和战胜洪涝旱灾，为了促进

工农业生产发展，为了人民和子孙后代造福。

淮河从黄河夺淮以后变成一条害河，50年代初期轰轰烈烈的治淮工

程，以及后来不断修正完善的淮河规划的逐步实施，防洪除涝，成绩是主

要的；不过也有失误，沿淮人民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淠史杭灌区是

在大另lj山区兴建了五座大型水库之后开发的，先在皖西地区后来又发展

到皖中，当时搞这项工程，正处在我国经济工作中出现较多缺点和失误

的时期，工程面临的困难是很多的。但皖西革命老区的人民，自觉地按自

然，经济规律办事，以艰苦创业、改造河山的毅力，靠革命精神和科学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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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进行建设并发展了起来。因为皖西人民知道，有了这么一个工程，确

实保证了灌溉，解央了干旱。现在回过头来看，也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

如配套问题，管理问题，这里有些经验和教训是很值得吸取和总结的。

志书的编纂遵循了周恩来总理生前对编写文史工作“只有忠于事

实，才能忠于真理"的论述，对每一个大中小型水利工程的成败得失，

实事求是地记述了下来，用事实作了生动的回答，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此，我感受良深，谨以为序。

赵子厚
。

1991年4月



；

———————————————————————————————————————————————————————————一

凡j例

一，志书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1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

详今略古，古为今用，为社会主史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的精神，

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编纂的，水利专志。～，～； ，-． j

；、志书断限，、上限追溯到事物的起端，下限断至1989年，个别情

况和数字截至1988年，也有少数工程的记述延长至1990年o ．

。 三0志书体裁，以惠为主，辅以述，‘记，，传，图，表，录等·书前

加序，书后加编后记，篇首冠以概述，每一篇之前设有前言，图表随文

走，设于有关篇二章，节之前或之后o』r， ．．

⋯√’

四、7志书结构以工程分类，，．．事以类从，横排纵写。正文分篇，章．’

节三级排列，节以下序号统一用一、(一)、l v．(I)分列o

五，志书文体除引文外，均用语体文、记述体，大事记采用编年体

和记事本末体，以时为经，记述水利事业的发展全过程。一 ．

六、志书的记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或后，统称建国前或后，

但在志书中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一 -，，：．．，．

七，志书的资料来源，建国前的历史资料主要来自历朝志书和省，．

地档案馆存档图书，刊物，建国后的资料来自淮委、省水利厅的资料，

刊物和六安县图书馆珍藏的报刊剪辑J以及六安地医水利电力局资料室

搜集和保存的有关规划报告，：设计文件，工作总结‘资料手册等，，并组
织座谈，调查访问，汲取的口碑资料，以及一些专家，学者的著文，详

见附录第二部分·搿依据资料和参考文献一。 一· ，’

，，，

：八、志书的纪年时问，凡历史纪年用当时的历史年号，并括号加注

公元纪年，建国后一律以公元纪年鳊写。公元前及公元100年以内的纪

年加。公元一二字，公元i00年以后的不加o t

九，志书记述的标高基准面，在江淮分水岭以南为吴淞零点；以北



为废黄河口零点。

十、志书记述的地名以各县普查后确定的地名为准，并在括号内注

明原地名，以资核对。

十一、志书采用的计量单位，除引文和历史上使用的旧计量单位照

实记载外，一律以1 984年2月27日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

计量单位的规定》为准，但里程长度为习惯起见，仍用公里。涉及耕地

7面积以市亩为单位。市亩有两种概念：一为统计亩(习惯亩)，是长期沿

用的面积单位，根据其所处地域而大小各异，在耕地、效益和灾害等方

面的统计面积，均为此亩；一为标准亩，面积为666．7平方米，淠史杭

灌溉工程在有关篇、章中的规划、设计、施工、管理及其效益等方面采

用的为标准亩。标准亩与统计亩之比，各地不尽相同，一般为1：1．2一

．1．7。，

‘

t1十三：志书对简化汉字的书写，似1 964年国务院公布的《简化汉字

总表》为准o ：
‘． ’，

十三、志书对数字的书写，以1 987年1月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

7员会等七部门联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除个别情况外，计数一般以万为单位，小数点后最多留两位数字，四含

五入。 ：
．

十四、志书记述中所用称谓均以事件所处时代的称谓为准，历代政

权称号均以历史正称；建国后各级政权机构和各级水利机构的名称

以当时机构的称谓为准；地区、乡的名称演变，以《安徽省情77所载：地

区在1971年3只29日以前称专区，1971年3月29日改称为地区；。乡在1958

，年前称乡，、1958年至1982年称公社，1983年以后叉改称为、乡口人物称

谓，直书姓名，不加褒贬之词，第一次使用时，冠以职务，．直到职务变

更时，再冠以变更后的职务，’，其他各种名称在志书中第一次出现时用全

称j+以后酌用简称oI。．～‘．’

十五、对人物立传遵循生不立传原则，鉴于赵子厚、郑象生两人为

六安地区水利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虽逝世于志书断限之后的1 99 1年，

’为纪念其功绩，在志书付梓出版前，增补入志，．
，

一。一 ．： J_ ：．‘
’

·．’ ：
?7：。。‘’、，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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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一塑姿 ． 1

六安地区地处安徽省西部，大别山分水岭之北，淮河以南。全区辖

霍山，金寨、舒城、六安．．寿县、霍邱六县和六安一市。总面积1 7976

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12．8％。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分属淮河、

长江流域，其中属淮河流域14912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83％，史

河，沣河、汲河、淠河、东淝河向北分别汇入淮河；属长江流域巢湖水

系3064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1 70／o，杭埠河、丰乐河向东流经巢湖

注入长江。有山地、丘陵，平原、湖泊，而山地，丘陵占全区总面积的

89叻；丘陵区的耕地又占全区总耕地面积672万亩(统计亩)的73％，是

全区农作物主要产区o ．

境内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较优越，水资源丰富，气候温和，雨量充

沛，光照充足，无霜期长，土地肥沃，适宜各种住物生长。但是，地域
条件因处于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转换的过渡带，暖冷’气流交绥频繁，降水

量由南向北递减，变化差异很大，一降水的年际分配也不均匀，常受水旱

灾害的威胁， 。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历史上就是一个多

灾地区。据省通志和各县志记载，常出现连续干旱年和连续洪涝年，或

者是先涝后旱、先旱后涝，干旱洪涝交错，平均二、三年即有一次灾害发

生o “淫雨为灾，山洪暴溢一， “圩堤溃决，田庐尽淹’’，“赤地千里，

绝水无鱼一， 搿亢阳不雨，寸粒无收挣， “米价腾贵，饿殍遍野”，形

象地记载了广大劳动人民深受水旱灾害之苦。

回顾历史，淮河原有单独入海的水道，12世纪90年代以后，黄河南

泛，661年的长期夺淮，将大量泥沙夹带到淮河，打乱了淮河的水系，

破坏了河流的环境，淮河中游河床不断淤高，排水不畅，形成沿淮一系

列河成型湖泊洼地，导致洪涝灾害频仍。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口，黄

水又一次夺颍入淮，造成沿淮一片黄泛区，历时九年，再一次使干支

流被淤垫，水系紊乱，滨淮湖洼，常年淹涝，沦为灾区。民国时期的导

淮，虽也做了一些工作，但大都停留在计划上，很少得到实施。杭埠河，

|『≥／



丰乐河河床狭窄，河道弯曲，排洪受阻，防洪能力极低，经常泛决成

灾。山区水土流失，山洪暴发，家园能倾刻毁于一旦。丘陵区塘堰分散，数

量少，蓄水量又很小，且长年失修，水利条件差，旱涝灾害都有；但以

旱灾为多，旱重于涝，是丘陵区的突出问题。

当然，历史上也有水利活动业迹，有的仍在发挥效用。最早见于史

志记载的水利工程：北有古老的安丰塘，“陂径百里灌田万顷’’，曾经是

“鲂鱼鲅鲅归城市，杭稻纷纷载酒船’’，反映了丰收后的喜悦之情；南有

悠久的七门堰，“开渠建聩，溉邑之田”，也是成群鹅鸭牛羊壮，陌头

杨柳稻谷香，一派农家欢乐的景象；其他较有名的陂、荡、堰、坝，如

水门塘、鳌山堰等，各县志上不乏记载。这些古老水利工程，反映了劳

动人民对摆脱旱涝威胁的渴望和实践，对推动这些地方的社会发展，都

起过一定的作用o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俱兴。六安地区水利工作，以治理淮

河为开端，在各个时期有不同的侧重，但也互有交叉。纵观40年来水利

事业的发展道路，基本上是：在1958年以前为治淮时期，1958年至1972

年重点是开发淠史杭灌区；1972年至1980年，主要兴建中、小型工程，

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和杭埠河、丰乐河等的初步治理；1980年以后，着重

点转移到对水利工程的管理上，同时兴办小水电站，开展小流域治理及

淠史杭灌区的续建配套。而农田基本建设，作为水利兴修，每年都有任务

安排。通过一系列大中小型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和管理，过去水利设施

差，灌乏水源，排无出路，旱洪涝肆虐的状况有了很好的改变o

50年代治淮工程，六安专区沿淮开辟城西湖、城东湖、瓦埠湖三个

蓄洪区和姜家湖、寿西湖两个行(滞)洪区，负担淮河中游行蓄洪任务；

又在境内史、淠河上游兴建梅山、佛子岭、响洪句、磨子潭四座大型

山谷水库，在整个淮河干流防洪体系中，防洪能力已从建国前的不足五

年一遇，提高到20年一遇以上(不足40年一遇)的洪水标准；一般堤防也

能防10一20年一遇。行蓄洪区的开辟和大型水库的兴建，对调蓄洪水，
确保淮北大堤，保障工农业生产及工矿、城市、铁路交通的防洪安全，

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体现了治水事业上“小局服从大局，大局照顾小
，局，以大局为重”的原则和团结治水的精神。四座大型水库的建成，全区

史÷淠河流域受洪涝的面积，比建库前减少约200万亩9据1986年《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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