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痒

刁永桐

水，生之源泉，民之命脉。有了水，人类才能得以繁衍，社

会才会不断向前推进。水，在一个民族的发展历史上具有特殊的

战略地位。 !‘圣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

从这个角度来讲，治世的关键在水，治水就是治国安邦。无数的

历史经验也已经证明，无论是哪个朝代，只有水利兴，百业才兴，

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稳定。水利事业不仅仅是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基础产业，更是为民除害兴利、造福子孙后代的千秋伟
业。

新中国成立后，全市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展了大规

模的水利建设，水利事业得到较快发展，农业生产条件得到较大

改善，百姓生活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实现了由畏水到

亲水的观念转变，水利事业也实现了由弱到强的快速发展。尤其

是近几年，全市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开展了大规

模的水利3-程建设，全市防洪体系进一步加强，农田排灌设施日

臻完善，节水农业效益大幅度提高，农村群众饮水问题得到较好

解决，城区地下水位不同程度回升，水土流失面积得到有效控制，

农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显著增强，连年夺得省农建“大禹杯”，为

沈阳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水利支撑与保障，受到了市
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好评。

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利工

作也面临着新的更大挑战，当前存在的水资源短缺、水体污染严

重、水利工程老化、水资源利用效率低等问题与社会发展还不相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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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水利工作任重而道远。作为我们这一代水利人，要切实肩

负起承上启下的重任，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潜心研究治水规

律特点，自觉发扬“团结、实干、争先、奉献”的行业精神，努
力开创沈阳水利工作的新局面。

二00七年五月



凡 例·1·

凡 例

一、本部志书为第五部《沈阳市水利志》(2001--2005)。本

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客观、全面地记述五年中沈阳市

水利事业的基本情况。

二、本志上限起于2001年1月1日，下限止于2005年12月

31日。

三、本志所采用资料，均由市水利局各处室和直属单位提供，

统计数字来源于水利局统计资料。

四、2005年发生的洪水灾害，是这五年中最严重的水灾。有

关灾情资料，取自《沈阳市志》(2005)和《沈阳年鉴》(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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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沈阳地区四季分明，降水集中，雨热

同季，日照充足。气温由西南向东北递

减。沈阳大气降水属两个降水区域：一是

西部以辽河包括绕阳河一部分和蒲河中、。

下游为一个区域；二是以浑河流域为中

心，包括北沙河、蒲河上游段和东部丘陵

平原过渡地带。风向多以西南风为主，其

次为偏北风、雷雨前大风。尤其是春季，

经常出现7—8级以上西南大风，年平均

大风为25—39天。大风刮走地表水，往

往发生春旱。沈阳地下水大体分三种类

型：一是平原地区属河流冲击扇，补给充

足，属富水区；二是柳河、蒲河两岸及附

近的山前平原，属弱富水区；三是东北部

低山区，山前平原地下水贫乏，为贫水

区。沈阳市境内有辽河、浑河两大流域。

流经境内大小河流26条，河流总长

1554．5公里。2005年，地表水径流深

1 15．2毫米，地下水资源可开采量19．43

亿立方米，降雨折合水量81．54亿立方

米。

2001年至2005年，沈阳地区水旱情

平稳。2002年、2003年局部地区发生春

旱。2005年，发生自1995年以来最大洪

水。在中共沈阳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

采取及时有力措施，经过全市人民和驻军

官兵的共同奋战，顺利地战胜了洪涝灾

害。5年来，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大力开

展水利工程建设，通过开展以农田基本建

设为主要内容的“大禹杯”竞赛活动，带

动各项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防洪工

程、治涝工程、河道整治工程、灌溉工

程、蓄水工程、水土保持和农村饮水等工

程，每年都有新的进展，取得显著成绩。

同时不断强化依法治水观念和手段，加强

水利科学研究，实现信息化管理，不仅保

证水利工程的质量，而且实现科学利用水

资源，既有效地防治了洪涝灾害，又缓解

了干旱缺水的程度，保证了城乡生活和生

产用水。

2001年至2005年的5年中，沈阳市

的水利事业取得长足进展，其主要经验

是：一、预防为主，未雨绸缪。市委、市

政府将抗旱防洪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每年

秋冬季就对来年的抗春旱作出部署，春季

即对雨季防洪提出要求。市、区、县

(市)水利部门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的

指示，制定预案，充分准备物资。沈阳警

备区协调解放军驻沈部队和武警部队组建

应急专业分队，各区县(市)人武部组织

民兵应急分队训练，随时接受调遣。二、

领导挂帅，层层负责。每年，各区县

(市)主要领导和水利部门都向市政府签

订防旱抗洪责任状。各项水利工程建设，

也都层层落实责任。各级领导干部深人基

层，现场办公，保证了工作效率。特别是

在抗洪抢险中，领导干部分工包片，身先

士卒，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领导干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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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影。2005年，辽河、浑河多处出现洪

水险情。市五大班子主要领导连续数Et都

坚守在抗洪第一线，多次在市防汛指挥会

商中心召开会议，及时进行调度。三、多

方筹措，资金到位。对水利工程建设和维

护，沈阳市政府舍得投人，省政府大力支

持，各区县(市)及乡镇政府多方筹措。

5年间，沈阳市水利工程投入资金48亿

元，仅2005年水毁工程修复，就投入

8400万元，当年建成的市防汛指挥远程

会商系统投入580万元。资金来源主要由

市财政投入，省水利厅支援，还有区县

(市)投入和群众筹集，多种渠道保障了

资金到位。四、依法行政，科学管理。沈

阳市各级水利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法》、符可道管理条例》、影j(土保持

法》等法律、条例，加强对水资源和水利

工程的管理。市水利局设置了水政处、水

资源处、农村水利处、建设和管理处等行

政执法处室，办事有法可依，管理科学有

序，避免了主观随意性。2005年7月，

市防汛指挥远程会商系统正式运行。该系

统主要包括防汛指挥远程异地会商视频系

统、应急卫星通信系统和重点防汛部位智

能监测系统，另有9个会商分中心。投入

运行后，在全市实现了区域间图文声像的

快速传递和异地会商。坐在会商中心，对

各地区水情一目了然，领导可以随时发出

指令，可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

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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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视察浑

河城市段防洪工程

水利部部长陈雷视察浑河城市

段防洪工程



胡晓华副省长视察浑河防洪工程

水利部iq部长胡四一视察沈阳城市防洪工程



i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张行湘

听取防汛工作汇报

一·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

主要领导出席沈阳市防氟改水工

程竣工仪式

二陈政高市长亲临现场指挥抗

洪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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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军区、沈阳警备区首长视察防汛工作

tJ； 嘲。，仝奎妻苎全去



i浑河新貌

j整治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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