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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JlI沙县水利志》，在各级领

导的关心和编修人员的辛勤努力下，历经八年修编成册，成为本县历史

上第一部水利专业志。这对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发扬本县人民治水

害，兴水利的光荣传统，促进农业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借此出版之际，我谨向川沙县水利局和水利志编写组的同志表示热

烈地祝贺。

建国以来，我县在各级政府的重视下，依靠农村集体经济的力量，

摈弃了“三车”(牛车、风车、人力车)的落后灌溉方式；近十年来，在上海市

水利总体规划下，实现了电力灌溉化，菜区实现了喷灌化，成为全国第

一个农田灌溉地下化的县。同时，还开展水系综合治理，开挖疏拓骨干

河，兴建控制水闸，加固海塘江堤，成为遇洪能挡、遇涝能排、遇旱能引

的旱涝保丰收地区。此外，还为发展水上运输、促进工副业乃至人民El

常生活创造了良好的水环境。

《川沙县水利志》按照详今略古、突出重点的原则，采用横排纵述

的方法，翔实地反映了本县水利建设的不朽业绩。它的问世，将有助于

后人“以史为鉴，以史育人一。我相信：水利战线上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能

从水利志中吸取营养，刻意追求，开拓创新，勤奋工作，为开发、开放浦

东创造一个良好的水环境谱写新的篇章，为川沙县水利建设再作贡献。

徐林伯

一九九0年七月



序 二

川沙县位于上海市东郊，是浦东新区的组成部分，也是开发浦东的主战场·《JlI

沙县水利志》正是在浦东开发的大好形势下，编辑出版了．

川沙的形成与发展，是与历代劳动人民不懈地与水害作斗争所取得的胜利分不

开的。可以说，没有抗御海潮的海塘，也就没有川沙这片肥美的陆地。历史上频繁的

风暴潮和早涝灾害，给川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从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至

1949年解放前的800多年间，大潮灾即达50次之多。数百年间，先后修筑塘堤十多

道，历经沧桑，屡毁屡建。轮番疏河达200多次。兴修水利，促进农耕渔牧发展，历史

是这样走过来的．

解放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水利．人民政府成立不久，即全面维修加固1日社会遗

留下来的千疮百孔的海塘。随即进行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大力组织群众，一次又一

次的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经过40年的努力，修筑了具有较高标准的46．43公

里海塘——人民塘和13．3公里的黄浦江江堤；建成了以川杨河、浦东运河为骨干的

引、排水系统：实现了全县32．54万亩农田灌溉电力化；完成了水网分级控制。从而使

全县耕地基本上免除了旱涝灾害，成为高产稳产农田。随着浦东开发的全面展开，水

利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的重要性也正在日益显示出来．

为了给今后的社会主义水利建设事业提供历史借鉴，在县志办、市水利局编志

室和诸多离退休老同志的关心、帮助下，《川沙县水利志》经过编志组全体同志八

年努力，现在编辑出版了．《川沙县水利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107万字的资料中，把川沙水利建设的史实系统的加以

整理，提炼成16万字并汇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的志书．它将为川沙人民提

供关于川沙水利建设历史和现状的比较全面和系统的资料，把治水斗争中历史的经

验和教训提供给水利战线的各级领导同志．以便更好地促进川涉水利建设的发展，

更好地为川沙的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祝贺《川沙县水利志》的编辑出版．但愿她能为开创水利工作新局面，为开发

浦东振兴川沙发挥应有的作用．

胡绍兴

一九九0年一月



凡 例

一、本志力求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存真求实”，记述川沙

水利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断限．上限原则上为1912年，但必要部分适当上溯；下限1989年(附图

下限1985年)．

三、本志编目结构，按章、节、目排列．大事记采用编年体．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以志为主体，辅以图、表、照片等．

五、本志以。详今略古”为原则，重点记述1949年lO月建国后的史事．

六、本志所述高程，均以吴淞基面零点为标准．计量单位的名称、符号均按国家

规定执行．引用的历史资料仍照实记载，一般不作换算．

七、为叙述方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简称。建国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简称。建国后。。

八、地名按当时习惯称谓记述，在括号内注明今称．1958年至1984年期

间，。乡¨村”分别以。公社”、。生产大队”称呼记述．

九、历史纪年，辛亥革命之前用朝代年号。之后用民国年号，夹注公元；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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