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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l

庠一，J

鉴 往 开 来

全青山

沈阳市水系发育，土质膏沃，有得天独厚的水土资源，而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人们很少获利，却常受到干旱和河流洪泛、雨、

水积渍的灾害。为抗御水旱灾害，攫求地利，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曾

不断地修治河堤低地引水灌田。然而旧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仅置重于

课赋，对人民的生产、生活很少关心重视，更没有进行统一的规划和

系统的治理。沈阳地区沿河两岸人民饱受水害而鲜尝其利，人们畏 {

水、厌水，而嫌其多。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至1985年仅三十

七年的短暂时间，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统筹治理，远近结合，防洪 ．

除涝，修堤建站，建库蓄水，打井抗旱。沈阳地区发生了重大变化。河 ：

流堤防坚固，洪水少有泛滥。易涝土地内水得到及时排除，加之灌溉

措施已成为沃野良田。人们亲水、惜水、反恐其少。这一对水的观念

上的变化，就是对三十七年水利工作的中肯评价。

沈阳市水利志，以大量的史料，翔实数据，真实而确切地反映了

沈阳地区治水利水的历史和现状。她以长系列的水旱灾害的记述，

客观地反映出沈阳地区历史的时代特征和河流由山区初入平原易

泛易灾地理特征。通过对各项工程建设过程及其效用的记载，自然

形成了建国前后两种社会制度的鲜明对比。沈阳市水利志是一部没

有华美词藻修饰语句的对共产党正确领导的讴歌，对社会主义制度

优越性的赞颂篇章，也是对水利战线的广大干部、群众艰苦奋斗的

肯定。通过对水利志的阅读，使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

更加热爱，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加充满信心，使从事水利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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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倍感自豪和骄傲，将成为继续奋斗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的动
力。

全志以大量篇幅记述各项事业的进程及其状况，成败得失一目

了然，不失为建国三十七年来水利工作全面系统的总结文字，提供

了反思既往的依据，谋划未来的基础。三十七年的得得失失，功功过

过都是我们肩负水利工作重责的人的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水利志

的出版使这笔财富得到了保全，这本身就是水利工作的一大成就。

全书历时八年，时间不谓不长，然以其资料系列绵久，覆盖面广

泛亦非短时间所能奏效的“工程"，只需看看“资料索引"即可窥一

斑。这漫长的时Et里，编写中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在水利志行将
问世之际，当为水利战线有这些含辛茹苦的同志而感到慰藉。

水利工作是包容自然、社会等门类的科学，每项工作都涉及对

社会发展、时代要求和自然规律的结合。这就要求不仅在事业开展

之初有周密、科学的考求，而必须在工作进行中以及完成后及时认

真地总结，为下步措施的取舍以龟鉴。水利志所载资料实际就是对

前人工作的评价。无疑，我们的作为也将作为“前人”被评断。当前
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的形势，无论工农城乡无一事业与水

无关，并且是关系到水的源、流、质、量等多方位、多目标。这要求我

们对水的管、治、用方面，既有宏观战略构思，又有微观布局，方不负
时代赋予重任。

三十七年水利战线广大干部、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挥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创造了前无古人的光辉历史。相信我们这

一代定将前人辟就的路径，拓成通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坦途，也给
．我们的下一代留下一份更殷实的成果，更光辉的业绩。

一九九三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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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一
R一

底 蕴

徐德昌

适逢修志，且能参与这一盛事，诚为特殊的际遇。我没有学过水

利专业，也没有在沈阳地区水利工作的经历，完成这个任务，困难实

数倍他人。在修志的七八年过程中始终不苟且敷衍、满足已有资料

和形成的文字，不气馁、不退避，而且必须作好这一工作的信念随着

时间的推移日益坚定。其主要原因：沈阳市37年的水利业绩、领导

信任、多方支持三个方面。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沈阳市水利志下限～1985年计37

个年头，与人类历史比较微乎得不如沧海一滴，短暂得不及捻指。就

是这短暂的时间建成的鳞次栉比的攘害工程、致利设施，使沈阳地

区出现了：洪波驯于堤坝，失荡舍倾庐之威，淫水服于闸站，无烂禾

渍地之害；丘壑岗谷，浊流蓄林草，泥淖湿原稻菽盈廪仓的现实，结

束了害水横流漂没家屋，毁田渍地的历史。人们已由畏水、避水、嫌

水，转为亲水、近水、爱水。这一从社会现实到人的思想观念的巨大

变化，是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汗水、血水乃至生

命创造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果，是一代英雄人民镌刻的历

史丰碑。把历史上人民的英雄业绩如实记录下来，使子孙后代知道

霄壤之变的由来，并记取其中的得得失失，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成就，

是每个人都应负起的历史责任。否则，既有负前人又愧对子孙!

局领导安排作这项工作后，不提过苛过急要求，给予充裕的时

间，相信必不虚时日终有所成。在这种信而不疑、任之以专的领属关

系中，不仅得以潜心致志工作，更激起兢兢自奋孜孜以求的自觉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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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修志工作是在毛泽东思想教育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

的。我们崇奉的无私奉献，重责轻利，一方有求，八方支援的行为准

则，象汹涌澎湃的波涛，荡涤着泛起的拜金主义陈滓，修志数载始终

处在馥郁清新的环境中。省、市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不惮劳苦，成堆成

抱地提供资料，同查阅资料的人喜悦怅惘与共，息息相通。市民政局

志办的资料任随选择，满足需要。(沈河区地名办公室主任)王正热

情提供史料，维夫慨然担任美术编辑，使本志文图和谐更具风彩。局

内陈未易、董莉、王莹在生活上给予多方面的关照，为修志工作提供

了广收博采、专心致志的条件。
’

凝聚着社会各界人士心血和精力的沈阳市水利志，八阅寒暑方

才面世，说明其历程的艰辛，更证明该项事业生命力的顽强。值此，

谨向以心血、精力酿制其生命孕育、形成、并植根其间的土壤的人
们，致最诚挚地谢忱。

囿于学识、素质、讹误瑕疵之处，切望各界不吝指教。

一九九三年五月



凡 例1

凡 例

本志除遵循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行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

规定》的有关要求编写外，作如下说明：

一、记述范围。记述范围为现辖境域，凡涉超越范围的记述和数

字均于本项中示明。

二、断限。上限根据备篇占有资料尽量上溯，不统一规定，下限

均止于1985年底。

三、大事记。因水旱灾已有专篇，且涉及面广，为避免重复，大事

记中对其灾害不记述，仅记与其相关的重大事件。

四、资料选用。资料选用依次为档案、统计表报、文献、报刊，并

均进行校订。

五、度、量、衡、钱币等记量单位，均以发生时记载。

六、降水、径流等采用水文系统资料。

七、统计数字采用本局统计资料。

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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