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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荆门县被称为“瘠邑’’之地。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经

，荆f-1在农业上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1985

家提供商品粮10亿斤以上。工交财贸等业迅速发展，国民经

行政建制由荆州地区所辖的县改成为省的直辖市。而荆门市所

是直接或间接与该市重视水利、并坚持不懈地发展水利有着十

荆门市的水利建设与管理，在湖北省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荆门市多年平均河川径流总量只10．46亿立方米，全市每人每年平均仅

1015立方米。不仅低于全国人均水平，也低于全省人均水平；加上全市除西北与

东南有部分山区与滨湖平原外，60％的面积都是丘陵岗地，河流源短流急，而年

降雨量的57．5％又集中于5—8月，遇雨，山水暴涨暴落，有限的地面径流极易

流失，稍长时间无雨，又出现干旱。因此，旱灾成为荆门农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

素。1975年前的25年中，1953、1959、1 960、1961、1972年五年，由于大旱，粮食

产量曾出现五次大幅度下降，1961年粮食总产曾降到1．61亿斤。1975年以后，

随着以漳河水库为骨干的蓄、引、提相结合的灌溉系统的建成受益和逐步配套完

善，现有灌溉设施，多年平均每年为农田提供有效水量10．24亿立方米，有效灌

溉面积140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92％，同时，每年向工矿企业生产和城乡人民

生活供水约5000万立方米。因此，1976年至1985年的十年里，虽然也出现了

1978、1981、1985年三年大旱，但粮食总产一直稳定在10亿斤以上。1985年达

到15．7亿斤，1988年遇到了建国以来所罕见的大旱，但经过艰苦的抗旱斗争，

全市粮食总产预计可接近1 8亿斤，创历史最好水平，做到了大旱之年仍获得大鹄

丰收。同时，工矿企业和城乡人民也因有较充分的水量供应，生产获得较顺利发

展，生活得到改善与提高。

随着改革、开放总方针的深入贯彻和城乡经济的迅速发展，荆门市的工农业

生产、工矿交通和城乡人民生活，对水利工程抗御洪涝旱灾的能力要求越来越

强，对供水量的要求越来越大，对水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供水方式方法要求越

来越科学。因此，荆f1市的水利建设与管理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而又光荣，还需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门人民坚持不懈、奋发拼搏，将全市水利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

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

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

的。"中共荆门市水利局党委和水利局领导，从修志着手，全面、系统地搜集、研究

全市水利发展的条件和历史，力求准确深刻地认识荆门水利事业发展的经验教

训和规律，以供研究确定今后进一步发展战略和措施时作借鉴、参考，这是值得

称道的。而且，《荆门市水利志》自1984年组建编纂委员会以来，局领导亲自抓

编纂人员的学习，抓志书篇目的制定与修改，抓志稿的编写与审定，前后四易其

稿，这种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也是值得有关方面学习与效法的。特此草书数语，

以为序。

’

_ ”

。 ：

注：作者现任湖北省水利厅厅长

·。I誊净。，
一九八八年九月



水之为德大矣哉

——《荆门市水利志》序

《荆门市水利志》经过编纂人员四年多的辛勤劳动，现在终于面世。它将使我

们对于荆楚门户的自然面貌，山河变迁，治水历程，建设成果，进一步有所了解，

有所回顾，从而更好地继往开来‘，不断进取。这的确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我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家。历史上水利事业的成败往往和当时经济上的

好坏、政治上的兴衰有着密切的联系。古人说：“水之为德大矣哉。一大禹治水的故

事之所以流传千古，与人们对“水之德”的渴求不无关系。但是，“水之德”不是天

赐的，而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这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

真正变为现实。荆门水利事业的巨变，足可证明。

我市位于江汉平原西北部。地形多样，雨量不．均。西北山区层峦叠嶂，田少

石多；中部丘陵蜿蜒起伏，河港交错；东南湖区地势低洼，堤塍单薄。自古水旱灾

害频繁，人民苦不堪言。“米贵，民食草”，“大旱，人相食"，史不绝书。仅公元131 0

年7月，“荆门州大水，山崩，坏官廨民居二万一千八百二十九间，死者三千四百

六十七人。"历代劳动人民为了求生存，在水利建设上不知洒下了多少血泪和汗

水，但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利建设进展极其缓慢。

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荆门仍然满目疮痍，凋敝不堪，人民仍然处于十年九难，

旱涝不断，流离失所，讨米要饭的凄凉境地。

新中国成立后，在省委、省政府的关怀与支持下，在历届县、市委和政府卓有

成效的领导下，荆门人民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依靠“愚公移山”的精神，以当

．家作主的风貌，节衣缩食，风餐露宿，战天斗地，百折不挠，筑堤防，修水库，开渠

道，建泵站，治理穷山恶水，重新安排山河，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立下了永昭日月

的丰功伟绩。四十年累计投资1．6亿元，投工3．6亿个，完成土石方近4亿立方

米，先后兴建起了数以万计的大小防洪、灌溉、排涝工程。初步形成了以漳河水库

为骨干、中小型水库为基础、电力灌溉站为补充的灌溉体系，以百里长堤为屏障

抗御外洪、百座水库为依托拦蓄山洪的防洪体系，以沿江滨湖泵站、涵闸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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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涝体系，使水旱灾害得到了有效控制，水土资源得到了开发、利用，防洪保安

和蓄水保水的能力大大提高。从而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推动了工农业生

产的发展。昔日凋敝景象，如今为之一扫。不毛之地，建起了新兴的工业区；穷山

恶水，变成了国家的重要商品粮基地。全市工农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7332万

元，上升到1988年的23．73亿元，增长了31倍；粮食总产量由1．88亿公斤，上

升到8．54亿公斤，增长了3．5倍；每年向国家提供的商品粮，由建国初期的

4550万公斤上升到了6亿公斤。事实雄辩地告诉我们：水利发展，百业兴盛。

四十年来，我市的水利建设经历了由除害到兴利，由治标到治本，由单一治

理到综合治理的发展过程。全市人民不仅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改造了旧山河，而且

为子孙后代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这主要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充分发

挥群众的积极性；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大力提倡和发扬团结治水的协作精

神；从实际出发，尊重科学，讲求实效，自觉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只有这

样，才能把我们的水利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开拓未来。辩证地看，我市水利事业虽然取得了巨’

大成就，但也并非尽善尽美。防洪、抗旱、排涝的能力还不强，“旱包子”、“水袋 、

子"的问题尚未彻底根治，水土保持和综合开发还大有文章可做。随着国民经济

的发展，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无论工业还是农业，对水的需求量也会越来越大。兴

修水利，任重道远。我们要在党的路线和方针的指引下，进一步发扬光荣传统，从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着眼，切实保护、开发和利用好水资源。在立足现

有水利工程，充分发挥其效益的基础上，根据荆门的实际，组织社会各界的力量：

搞好多学科的考察和论证，尽快制订一个科学的综合的治理开发荆门水资源的

方案，力争在治水、用水、管水上来一个新的突破。《荆门市水利志》在这方面无疑

会给我们以更多的启迪，将激励我们为振兴荆门，造福子孙，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

J，

‘。

注：作者现任荆门市市长。

算f刃场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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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时限往上追溯到事物的发端或有资料可考处，不强求一律；下限断

至1985年。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取事重在1949年IO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后。

二、市境区域在历史嬗递中屡有变动。本志概以当时辖境为准，不受现行区

划的限制。

三、本志体裁，系用志、记、传、图、表、录及照片。

四、本志正文结构层次，-般按篇、章、节、目、子目五级排列，逐层统属，志首

冠序言、凡例、概述和大事记，志末设编后记。

五、本志《大事记》主用编年体或参用记事本末体，志有则略，志无则详。
。

六、本志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官职，一般保留当时习惯称呼。建国后荆门

建制的称谓，1983年8月前为县，其后为市。

七、历史纪年，民国以前按习惯用法记述，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次。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一律以公元纪年。月、日，均按原文记载。

八、本志地面水准采用吴淞高程。度量衡按各历史时期的标准记写，如需换

算，另加注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量采用公制或市制。

九、本志数字统一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

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记写。 ．

’

十、本志资料大部分来源于历史文献和省、地、市、县档案及史迹遗存资料，

部分为口碑资料。历史文献资料出处，均作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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