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盅山，历来为“楚之穷邑"。旧县志作了极
为深刻的描述： “田在山中，禾在石中，砂砾参

错，无十里之平原。其沟渠通流者，广不容舟，
深不濡首，雨聚而盈，云散而涸，民不得资为水
利焉，，。千百年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
除深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外，还遭受着
旱魔的折磨和威胁。平年，日无鸡啄米，夜无鼠
耗粮；灾年，更是扶老携幼，流落他乡，过着悲
惨的生活。清嘉庆十二年丁卯(1807年)， “大

旱饥，自是岁至甲戌连荒者八年，先菜食，继草
根树皮亦尽，饿殍异乡者无算"。咸丰六年丙辰
(1 856年)， “自是旱，赤地千里，邑草根树皮
皆食尽，民流汉沔，道瑾相望⋯⋯"。从这些血
和泪的记载中，不难看出，干旱给我们的祖祖辈
辈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灾难!

水，世世代代被人们所盼，为人们所求。为
了治水，，历代劳动人民进行了坚持不懈地斗
争，创造了一些赖以生存的条件，但是无法从根
本上改变苦旱面貌．也有不少有志之士，为解除



民众苦旱团境，曾作过治水兴利的设想。明天启
对，官至左副都御史的应山人杨涟，试图在小河

附近，凿开四十里墩，引北水南灌田地。然而，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这种设想，只能给人以美

好的向往，而绝不能成为现实．．
在我国历史上，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代

表人民利益，并忠实地为人民事业而奋斗．早在
1942年，中共安应县委就领导过农民开展千塘百

坝运动，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解放后，从1952

年起，全县人民在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掀起
了一个又一个大规模地兴修水利运动。经过三十

多年的艰苦奋斗，应山人民终于在2644平方公里
韵土地上，兴修了水库、塘堰、河坝、开挖了渠

道，架设了渡槽，建起了泵站，初步形成了一个
蓄、引、提相结合的灌溉系统，使百分之七十以

上的田地旱涝保收。现在我们高兴地看到：千年
来肆意奔流的水，按照人的意愿，流过山岗、流
进稻田，流入人们的心里⋯·一，应山大迎充满了

无限的生机。
、

今天，每当我们沉浸在丰收喜悦的时候，怎
能忘记：在那兴修水利的日子里，我们的干部、
工程技术人员、人民群众，是怎样励精图治，忘

我劳动，为人民造福。他们住草棚，喝泉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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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露宿，夜以继日，坚持开山辟岭，凿石打洞，
挖土筑坝。有的长年累月战斗在工地上，婚期到

了往后推，假期到了不回家。又有多少人，毫无
保留地献出了青春年华，甚至宝贵的生命。他们
是普普通通的人。可就是他们一一勤劳质朴的

人，为应山的水利事业，创造出一个个人间奇迹，
谱写出一曲曲动人的乐章。

《应山县水利志》生动地反映了应山人民坚
持治水斗争的风貌，翔实地记述了水利建设的伟
大成就，客观地总结了水利建设中的经验与教
训。这不仅为今后进一步开发利用水资源提供了

依据，而且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它将永远激励着全县人民，沿着党所指引的方
向，开拓前进，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萧启训

1 9 8 5年1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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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山人民为抗御干旱、遏制洪涝，历史上就

兴建了大量塘堰、河坝工程，但其发展经过未见

诸于文字。旧“县志"虽有记载，也未将以往的
水利史实详细记述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妁领导下，依靠优
越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大规模地水利建设，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为了把水利建设成
果、经验教训记载下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服务、为今后水利事业发展提供历史资料，现在
尽可能地将本县近三十余年的治水资料搜集起
来，编写成《应山县水利志》。

《应山县水利志》主要取材于县档案馆文书
档案、水利局技术档案、旧“应山县志"等文字
资料和调查、走访参加水利建设的部份干部、群
众的口碑记录。在资料取舍、编写中，我们坚持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本
着“实事求是"、 “详今略古"原则，重点记述，
了建国以来的水利建设成就。同时，也收录了与
水利事业有关的部份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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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山县水利志》于1 9 84年7月打印成征求
意见初稿．经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在武当山
召开的“县志初稿研究会"研讨，后由县志办公

室召开“专志初稿评议会"评议，并经有关方面

审阅提出宝贵意见后，再次作了修改和补充。最
后经水利局召集部份局、股长集体进行了审定．
但是，由于编写人员水平有限，遗漏和错误在所
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应山县水利志编辑组
198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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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一、本志断限上自清光诸三年丁丑(1877年)
下至1984年．

二、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
按各朝代的历史年号记录，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律以公元纪年．

三、正文“建国前，，、 “建国后"均指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以后。
四、本志采用记事本末体编写，随文配以必

要的图、表．
五、各个时期的政权、机构名称，均按历史

习惯书写，不加政治评语。
六、本志内容涉及电力、水产业务方面，只

记述水利局主管的小水电、水库养鱼部份．
七、本志各类统计数字，来源于省水利厅

1983年编辑的《湖北省大、中、小型水库资料汇
编》和县统计局、水利局有关统计资料。

八、所记海拨高程，均据1964年出版的五万

分之一地形图所标黄海高程系。

九、本志正文结构共十章、三十四节。大事

记列为章首，不宜列入章节的部份，作为附录。
应山县水利设施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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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副书记(前一)减成

德在飞沙河，K库书E L上，贝

a县委书记杨向明在飞沙河水

厍工地作动员报告

中共飞沙河水厍工地委员会扩大会议全体同志合景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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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水利规划小组1962年在应山

县委-愕记录飞沙河水库工程

指挥部政委高翔(左一)县长兼

指挥长林鸿Ⅲ才(左三．)在工地

楷施工时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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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 记

公元7 84年(唐兴元元年甲子)是年大旱成

荒，饿死人很多。
1 470年(明成化六年庚寅)二月下雨：雨中

夹有粟米。夏大旱，灾民外流到荆襄。
1 488年， (明弘治元年戊申)大旱。次年又

春荒，饿死人很多。
1 490年(明弘治三年戌庚)春大雨，种豆只

长藤蔓，不结果实。w
1 520年(明正德十五年庚辰)正月初一雷电

暴雨，平地水深丈余，四至六月不雨。
1 634年(明崇祯七年甲戌)十，-71二十五日

大雷闪雨电，竹尽开花。
1 671年(清康熙十年辛亥)四月八日大风，

天昏暗，麦不结实，人入麦林衣皆黄，六至七月
又不雨，是年大饥，入口外流。

1778年(清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大旱，监生
乐绍孔捐赈，知县给有“义济一乡"匾额。设粥
场发赈。

1 807年(清嘉庆十二年丁卯)大旱、饥。从



这年到十九年(1 81 4年)连荒八年，草根树皮吃
尽，饿死人无数。

l 84 8年(清道光二十八年戍申)大水，城东
三里河船翻，落水数十人。

1 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已酉)夏大水，平
林市河浪骤高数丈，东西岸居民漂没无数，廪生

吴运新捐钱抢救，活人甚多。
1 856年(清咸考六年丙辰)四月下冰雹，大

l如拳，损坏庄稼无数。从此大旱。树皮草根吃尽
后，逃荒到汉沔，饿死人很多。

(以上《同治应山县志》)

1 889年(清光绪十五年已丑)八月二十二日
至九月底淫雨，禾麻尽烂。

1 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六月广水暴
雨，河水大涨，淹死20 8入。

1 9 1 4年，(民国三年甲寅)全县大旱，栽秧
后六十多天无雨，官府在西门岗设坛求雨，结果

滴水未降。
1 924年(民国十三年甲子)7月1 4日大雨倾

盆，河水猛涨，县城东门洞被淹，城门打不开。
1 926年(民国十五年丙寅)夏大旱，秧插不

上，田地荒芜。冬月十三至腊月二十八日，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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