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骖．，辫囊蒸薹载

羹

坤《b嘻

m馨毯扩。
誊留

黧鬻

穗翳溺



都江堰东风渠

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东风渠管理处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年·成部

一I▲
．■▲

J曲



《都江堰东风渠志》工作人员

审 定：

主 编：

编辑：

采 访：

图 片：

制 图：

沈泽镛

樊忠民

曹礼鸿樊忠民姚龙

姚龙冷炎荣张文才

姚龙

聂 杰



辩鬻。-戴。：藏
蠡蠹藜$疆弦撼：}

蕊搿：《糍{麓
鹾辩冀稳：黼§

t嚣瓣。i

鬟冀薹§
垂荔蘩i
蒌薹萋蓁蠹||||
蓉善：：鹫；差
．㈦鬻鬻：

赣鬟缓霪霪
群群￥譬簿c斑≈：箨毒搿：

囊囊鏊豢i囊ii!；ii

|||||囊蘩||；|_|||||鍪骥囊

鬻纛鬻霪l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滔滔水源

古堰青山尽风流f油画)刘士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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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灌溉渠是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最早修建的一个大型引、蓄、提相结

合的丘陵地区水利工程。它是在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期间，农业合作化高

潮之际，分期修建的。《东风渠志》如实记载了这一历史过程，并反映了东风渠

依靠群众、艰苦创业、勤俭办水利的发展状况。望此书出版后，在灌区水利建设

．和管理工作中，能起到存史、资政、教化的作用。

东风渠依靠都江堰引水．灌溉丘陵区农田．是都江堰工程的延伸和发展，

包括仁寿黑龙滩水库和简阳龙泉山灌区．实灌面积达226．3万亩。它对促进灌

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抗御自然灾害、供给成都市工业和人民生活用水、流送木

材、发展农村小水电等都起到重要作用。

东风渠是以民办公助方式修建的，一至四期工程国家投资6700万元，灌

溉面积l 09．1万亩I之后，又兴修了五、六期工程，效益有了扩大。在修建期间，

灌区各单位各级干部和群众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克服困难，为子孙后代造福，

为改变灌区面貌，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有的还贡献出宝贵的一生I这些可歌可

泣的事迹．将永远留在灌区人民心中。

‘东风渠志》记述修建工程时，坚持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团结治水、勘俭节

约的精神．是值得今后继续发扬的。在当前灌区深入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

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农田水利建设工作具有积极意义。应当吸取过去工作中的

经验教训，把今后的工程办得更好．使水的综合利用效益得到更大的发挥，不

断促进灌区经济的振兴和繁荣。

《东风渠志》在老一辈水利工作的领导、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职工的指导

和支持下，巳写成一本水利建设和管理的专志，具有灌区的特点和特征，值碍

庆贺．此书出版后，望能起到参考，借鉴作用，对灌区的经济繁荣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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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饲

凡 例

一、本志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三者统一，起到

。资政、教化、存史一的作用。

二、本志所述丘陵灌区系东风渠一至四期工程，平坝灌区系1 979年划归

东风渠管理处管理的柏条河、走马河、江安河、牧马山干渠及毗河、府河等灌

区。至于五、六期工程灌区另设专管机构管理。

三、本志凡有带普遍性的名称，一律采用简称，如中华民国时期称为“民国

时期一，四川省水利电力厅称。省水电厅一，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东风渠管理处

或东风渠管理处某管理站，简称为。管理处"或。某管理站一。

四、本志所用历史纪年、地理面貌、官职、计量单位等均按当时历史习惯或

引用’文稿编写。
。

五、志书大事记采用记时编排，以编年记事体为主。

六、行政区划变动，如华阳县与双流县；成都郊区与金牛区；青白江区、金

堂县I新繁县与新都县I洛带区、龙泉驿区与筒阳县I借田区与仁寿、双流县等

均接当时历史称谓。

七、本志按篇、章、节、目层次编捧，全书共8篇、32章、89节．约20多万

字。
‘

八、本志年代断限，上限为民国时期．下限断至1988年底．但有的章、节追

溯事业源流，上限有所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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