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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伽葛

湖北治水历史悠久，，经验十分丰富；水利对湖北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作用巨大。

但几千年来，除荆江大堤(原万城堤)史有专载外，湖北尚无比较全面、系统记

载全省或局部水利事业发展的专史或专志。

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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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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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编纂江河水利志的活

动，就是为了全面、系统地记述水利事业发展的历程和现状，客观地反映水利在

社会与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深入地总结治水的历史经验；以利在当前与未

来的水利改革与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启迪与借鉴。这不仅是历史的需要，也是现实

的需要，是一项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大事。

湖北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北。四境山峦起伏，中南部沃野低平。长江自

西向东，汉江从西北向东南，双双穿行省境繁荣富庶之区；万条溪河，密如蛛网；

逾千湖泊，星罗棋布。多年平均年降水量1100毫米左右，可谓水资源丰沛，水利

得天独厚。但由于降水量在年与年、季与季、月与月之间分布严重不均，加上又

是长江、汉江上游100多万平方公里洪水入海的必经之地，每当降雨集中季节，洪

涝为患；稍长时间无雨，又干旱缺水，致使水旱灾害十分频繁、严重。千百年的

史实证明，治鄂必先治水。水利事业是湖北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基础与保障。

从春秋战国时楚人早期兴建水运、供水等工程，到民国时期的鄂城民信闸、武

昌金水闸，在长达2000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中，湖北境内修建了不少防洪、

灌溉、排水、航运等工程，其中有万城堤、宜城长渠等古代著名水工设施，对社

会与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与保障作用。但由于生产力的限制和社会制度的

束缚，治水多以筑堤排水、束水攻沙以及兴修塘堰、沟渠灌溉农田为主，尚无有

效工程措施抗御稍大一点的水旱灾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的第一项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便是

在湖北兴建荆江分洪工程和加固荆江大堤。随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

与大力支持下，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领导全省人民，开展了持续不断的、大



规模的水利建设。经过40多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超越历史数千年的光辉的水利

成就，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防洪、排涝、抗旱三大水利工程体系，具有了防御

一般水、旱灾害的能力；遇到较大洪涝、干旱，采取临时抗御措施，也能从大局

上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工农业增产丰收。湖北水利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社

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效益。但今后的任务仍很艰巨，水利改革与发展需要做的工

作仍很多，继续做出艰苦的努力，科学地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巩固扩大成绩，

继承发扬传统，并针对走过的弯路和工作中的教训，提出改革的方针、措施，则

是我们要做的工作之一。

盛世修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为全面开展编纂江河水利

志创造了良好条件。1981年以来，在湖北省人民政府和水利部的组织与指导下，我

省成立了湖北省水利志编纂委员会，水利厅几任主要负责同志都亲自领导志书编

写工作，并组织专职班子，召开专门会议，布置推动江河水利志的编修工作。各

地、市、州和县、市、区水利(水电)局，部分重点水管单位，也先后成立相应

组织，配合各级地方志的编写，相继开展江河水利志的编纂。经过全体水利修志

人员多年的辛勤耕耘，克服了人手不足、经验欠缺、资料散失、经费短缺等种种

困难，一部部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的志书正陆续与读者见面。这是全省各级水利

部门和有关方面大力支持的结果，也是广大水利职工、特别是那些默默奉献的修

志工作者集体智慧的结晶。确实可喜可贺。

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水利事业亦将持续深入和繁荣；

江河水利志的编纂也会延续，并将越来越完善。我相信江河水利志书将受到有识

之士的欢迎和热爱，并希望它能对我省水利事业的发展以及水利史志学的诞生与

成熟作出应有的贡献。

(曾凡荣，现任湖北省水利厅厅长。]

1996年7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一

流水水库，域沿鄂湘，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防洪、发电、养

殖、航运、旅游以及人民生活、工业供水等综合功能的大型水利枢

纽工程，其工程之宏伟，效益之巨大，在湖北省乃至全国水利上都

享有盛名。是松滋、公安和澧县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战天斗地，

征服自然的汗水和智慧的结晶。

忆往昔，建库前，流水如一条孽龙恣意肆虐。每逢暴雨，山洪

暴发，流河流域洪涝成灾，多少人民流离失所；一旦干旱，又禾苗

枯焦，农田冒烟，饮水匮乏，人畜俱危；更有甚者，遇水、旱、病

(血吸虫)三灾并发年，广大人发群众更是苦不堪言。据史料记载，

流水流域仅1935年一次山洪袭击，就造成数十万亩农田被淹，数万

群众弃家外逃。“治理流水"，多少百姓梦寐以求，无奈夙愿遥遥在
一大。

看今朝，大坝蜿蜒缚苍龙，流水俯首，多年的害水竟成幸福之

源。山洪袭来，水库以它巨大的库容笑纳百川，拦截洪水，沉着调

泄，减少对流域下游的威胁；时遇天旱，水库又以它丰富的蓄水，四

通八达的渠道，滋润湖北松滋、公安、湖南澧县的50多万亩农田，

确保农业稳产增收，水电站机声隆隆，不仅为自供区的生产、生活

提供充足的电能保证，而且与大电网并联，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建设，

库区绮丽的田园风景，湖光山色，奇穴神洞，构成了不可多得的自

然旅游资源，以它纯朴、清新的天然丰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外游

客。

以铜为镜整衣冠，以史为镜明治理，让我们在祝贺《流水水库

志》面世之际，深深地向那些自1958年建库动工以来，为水库的兴

建、续建、加固、开发和管理付出了精力和汗水、作出了贡献的同

志们致敬，向牺牲了生命的知名和不知名的民工、干部和先烈们致

以崇高的敬意!愿他们的灵魂和精神与青山绿水永生。‘：水利兴国，

lf



千秋大计’’，让我们以志为镜，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流水建设者的优

良传统，以已取得的效益为基础，不断开拓进取，改革创新，充分

挖掘流水综合潜力，把流水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绚丽辉煌。

徐林茂

1995年10月

作者 湖北省公安县人，中共湖北荆州地委副书记，荆州地区行署专员。



序 二

流水是松滋一条较大的山溪河，旧名“危水”，危者险与害也，

后来虽然给它旁边加了三点水，但仍不能改变其害河的属性。千百

年来，流河流域一年几次山洪暴发，冲田毁屋，涂炭生灵；一遇天

旱则赤地千里，两岸人民苦不堪言。

松滋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即着手根治流水的勘测、设计工作，直

到1958年冬才正式破土动工建库。由于多种原因只做了围堰导流工

程，1959年上半年被山洪冲毁，被迫下马。1959年下半年参观学习

襄樊治水经验后，省、地、县委决心第二次上马。当时，动员数万

民工上工地，红旗蔽天、欢歌动地、机器轰鸣、炮声隆隆，其场景

十分雄伟和壮观。从初建、续建到全面效益，《流水水库志》本着

“求实存真”的修志原则，作了全面、详审、具体、生动的记载，可

以说是一部歌颂党的领导，歌颂人民群众力量的壮丽史诗，是为反

映松、公、澧三县人民战天斗地、兴利除害、造福子孙后代所竖立

的一座历史的丰碑。其现实和历史意义，都是不可以等闲视之的。

我有幸参加了这一宏伟工程的组织和建设，并度过了较为紧张、

艰巨、困难的阶段，一方面感到欣慰，为松滋人民的水利事业贡献

了自己绵薄之力；一方面也怀有愧赧之情。在大施工中，人民生活

极其困难，为了争速度，保质量，保安全，采取了一些强制性的措

施，造成下面少数干部犯了不同程度的强迫命令的错误，有的还受

到党纪和政纪的处分，极少数民工由于带粮不足，饿死致残在工地，

当时情景不堪回首。这笔帐应该是由我来结的，此事已成过去，历

史的功过，只好由人民去评说了。

松滋、公安、澧县三县人民为修建水库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

力、财力。为建设水库而辛勤劳动，付出心血的干部、民工劳绩永

在；为流水工程而英勇牺牲的干部、民工永垂不朽!人民将永远怀

一



念他们。

库志大功告成，编委会约余为序，略书数语，以表寸忱。

查远澄

1995年12月

作者 原中共湖北松滋县县委书记，水库兴建初期曾任施工指挥部指挥长。



序 三

滔滔流水，系于湘鄂。

自古松澧，皆属一荆楚，文化同出一脉，历史悠久灿烂。共和

之后，情深意更长，并肩携手，同心戮力，改天换地，成就斐然。筑

坝截水，接纳四方，劈山开渠，灌我良田。

壮哉流水，美哉流水。流水水库，浩浩汤汤，秋水接天涯；涔

北丘岗，沃野千里，稻穗飘花香。落霞横贯，粼粼波光似锦，峰峦

倒映，南国山水如画。孤鸿掠空，渔舟晚唱，美景不尽胜收。灌区

人民，富庶康乐，一派经济中兴。

回顾建设，其中艰辛，难以尽数。流水工程，组织者英明，劳

动者顽强，壮志足可撼山河，精诚足可感日月，凯歌足可达天地。吾

虽末躬逢，但仰慕牺牲，可歌可泣。喜仁人贤士，编籍纂志，举力

搜罗，悉心检校，成流水之大全，记盛世之伟业，传芳名于千秋。纵

观当今，类传方志，浩繁缭乱，粗芜牵强，失之泛滥，如流水业志

者，诚贵稀少，详实典范，存史资政，教育深远。

余行政也晚，但闻流水，感慨良多，悠悠我心，愿源流长，共

荣湘鄂，是为志序。

作者 中共湖南澧县县委副书记、澧县县长。

‘李学林

1995年7月25日



序 四

《流水水库志》面世了，这是流水水库建设和管理以及发展历史

中的一件大事，的确值得祝贺。流水水库是目前荆沙市最大的水库，

工程。从1970年竣工投入运行以来，已经在农业灌溉，防洪保安，

水力发供电，水产养殖等方面发挥出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灌区松滋、公安、澧县的52万亩农田得益于库水保证灌溉，年年粮

棉丰收，稳产高产。过去望天收粮食的丘陵岗地变成了米粮之川，水

库枢纽工程拦截了汹猛的山洪，为下游人民创造了安全的生产工作、

生活环境。在“83·7"暴雨期间，水库拦蓄了特大洪水，自担风险，

使下游免遭灭顶之灾。水库电站是荆沙市水库较大的水电站，年均

发电量4000余万千瓦时，电能不仅保证了水库邻近地区的工农业生

产和生活用电，而且与国家电网相联，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建设。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流水水库全体员工认真贯彻执行

党的大政方针，在管好工程的前提下，坚持不断地深化改革，发展

流水各项事业，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不断取得新

的成绩，多次受到水利部和省、地的表彰，我坚信，只要我们继续

努力，按“团结奋进、改革创新、科学管理、实干兴库”的要求，团

结一致，奋力拼搏，流水水库的明天一定会更加辉煌。志书面世，追

忆当年，我不由想起在1958年参加水库初建的水利工作者及松滋、

公安数万人民群众，当时他们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国家仅

补助少量工程材料的情况下，勤劳勇敢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以

征服自然，改造山河的英雄气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完成了水

库兴建工程。1965年冬开始，松滋、公安组织劳力参加续建工程，同

时开挖南、北干渠，1969年出现了旱灾，通过渠道灌水，使松滋、公

安灌区的农业喜获丰收。1 975年松滋、公安与湖南澧县联手合作，参

加水库整险加固工程，谱写了一曲两省人民团结治水的赞歌。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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