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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桓仁满族自治县水利电力局委员会书记你拢在

修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是志书编寨的历史规律，是时代的要

求，是人民的期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处于政治上高度统一，社会安

定团结，为"盛世修志"具备了有利条件。

新编篡桓仁县《水利电力志》自清光绪三年 0877 年)建县前的 1875 年至

1990 年 ， 纵贯 115 年问桓仁水利电力建设的发展历史，是第一部水利电力专业

志书。编者从内查外调、采访，专赴省 、 市和丹东市，吉林省的长春市 、通化市、县

等档案馆查阅有关资料，编集有史以来第一部新编水利电力专业志，其任务的

艰巨 ，内 容的详实 ，是今人研究开发桓仁水利电力建设 ，振兴桓仁的镜鉴。

1986 年 4 月 ，正 式组建水利志编篡领导委员会 ， 开始查访收集资料，共查访

收集 80 余万字资料。在分类整理，拟定篇目基础上， 1987 年开始编写初稿 ，第 一

次脱稿，下限为 1985 年(全国统一规定) 0 1989 年初，14 万字初稿报送辽宁省水

利电力厅审稿后，在修改中，本溪市水利电力局函告，水利专业志下限延至 1990

年。为此，全稿的篇、章、节、目 4 个层次均需追加 5 年资料 。 根据桓仁电气化县

和小水电建设情况。又加编电力网路、输电、配电等项目。 1993 年，开始重新编篡

《桓仁县水利电力志)) ， 经过拟稿 ， 3 次修改核对，各业务单位校对，市水电局阅

后 ， 1996 年初，由县志办公室总编终审后 ，修改整理，历经 11 个春秋，正式脱离，

于 1998 年 11 月，((桓仁县水利电力志》出书问世。

《桓仁县水利电力志》的问世 ， 在中共桓仁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和

局党、政领导直接指导下，全县广大人民群众和全体水利 、电力工作者的共同努

力，取得的丰硕成果，是值得庆幸的。

编篡《桓仁县水利电力志))，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坚持以党的路线，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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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为准绳，本着详今略古 ，秉笔直书 ， 实事求是的编篡原则。对全县的自然环

境，水利 、电力建设，工程布局，防洪抢险，水土保持 ， 淡水养殖 ， 科研成果，机构

沿革等全面记述。全书以志为主，以事立篇，体例得当，资料丰富，文图并茂，语

言直扑。全书共设 7 篇 、 29 章、 69 节 ，计 2 5 万字。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对已丰

的水利工作者和对水利电力建设成绩优异个人，以"传略"形式和在工作中立功

受奖个人和单位均纳入人物篇，激励今人，启 迪后人。

水利电力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资基础。随

着城乡改革的深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水利电力对社会

效益正在与 日俱增，水利电力的建设与 发展是全县各族人民生活中 一件大事。

以法治水，保障可持续发展，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强化水资源统一管理 ;保障和

促进电力事业的发展，维护电力 技资者 、 经营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 ，保障电力

安全运行。为此 ，水利电力建设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全面规划，综合治理 ， 注重实

效，充分利用电力能源 ，改变桓仁山区面貌 ， 为建设美丽的新桓仁而努力奋斗。

志 书 编辑是一位长期工作在水利战线上离休老干部赵玉森，从征集资料、

编篡 、拟稿、反复修改，抄清直至定稿成书。默默无同，不管严冬酷夏 ， 坚持深入

省 、 市、农村采访收集历史资料等，做了大量艰苦细致工作。在《桓仁县水利电力

志》出书之时，向这位老同志和积极为本志书给予大力支持，提供资料的单位领

导和个人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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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仁满族自治县水利电力局局长匈l'总

桓仁县地处辽宁省东部山区，山高林密，河流纵横，水资惊丰富。全县耕地面积 30. 0 3 万

亩，林地面积 415. 97 万亩，水域面积 39. 8 万亩，基本形成"八山一水一分田"的格局。境内平

地分散在大小江河两岸，冷浸和易涝面积为数不多，个别地区还有少数山地潜浮水地段 。 充

分利用桓仁的水利资源，搞好农田水利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农业后劲，是建设稳

产、高产、旱涝保收的一项重要措施 。

桓仁县农田水利建设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 1877 年建县前就有朝鲜族农民来桓仁利用

河水开发水田， 1886 年(光绪十二年)朝鲜族农民在碱厂沟(现业主沟乡碱厂沟村)利用河水

开发百余亩水田。 1900 年以后，桓仁境内的雅河、六河、富尔江等流域先后开成水田 。

1945 年"九·三"桓仁县解放后，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采取了:

"依靠群众，因地制宜，先易后难，就地取材，民办公助"的水利建设方针，本着"小型多样，化

钱少，见效快"的原则，积极发动群众兴修农田水利。到 1952 年全县水田面积达到 4 . 0 5 万

亩。 1955 年开始对洼膛易涝地段的治理，采取挖沟睦田、排水提高地温，当年就治理 1 200 

亩。 1956 年全县人民在农业合作化高潮鼓舞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农田水利建设 ， 当

年就新开水田 7.101 万亩，河滩造地 700 亩。 1958 年又是农业生产大跃进年代，全县水田面

积达到 15.691 万亩。洼改泊涝到 1990 年末共完成 1. 32 万亩，修水田条田 400 亩 。 由于多

数工程是"大跃进"产物，工程质量低劣，水源不足，一度出现水田改为旱田，仅 1959 年一年

就有 5. 605 万亩水田改为旱田，到 1969 年全县水田面积只有 7. 9 万亩 。 70-80 年代初全县

水田面积徘徊在 6-5 万亩左右 。

198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水利电力都是国民经

济命脉，是夺取农业大丰收的先行，……"。中共辽宁省委、省人民政府根据中央农村会议精

神，决定从 1988 年在全省开展以农田基本建设为中心的"大禹杯"竞赛。中共桓仁县委、县人

民政府认真总结过去农田基本建设的经验教训，找出差距，制定了农田基本建设规划、任务。

并在县十一届十五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讨论通过"关于大力开展以农田基本建设为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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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杯"竞赛的决议"。会后，各级党政领导把农建工作纳入重要日程，县长与各乡镇长、乡

镇长与村委会主任签定农建责任状。县水利电力局领导、干部全力以赴抓农建工作，从规划、

勘测、设计、施工指导、物资供应到工程验收 ，全方位地服务农建工作。历经三年的时间，在各

级党政领导的积极领导下、全县人民和水利战线全体技术干部、职工的共同奋战，全县农田

基本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

到 1990 年底，三年共完成土石方量 935. 64 万立方米，投入人工 36 1. 49 万个工日，总投

资 1 792.9 万元，新开水田1. 54 万亩，改善老水田灌溉条件2 . 906万亩，改土治地4.495万

亩，河滩造地 6 200 亩，洼改泊涝 2.24 万亩，治理河道 217.94 公里，旱灌 2 . 68万亩 ，菜灌

6 600亩，新修农业水平梯田 6 500 亩，果树池田 5 090 亩，修石质谷坊 595 座 。

在农田基本建设工作中，省、市有关部门，本溪市建委，本钢二钢厂和县直有关单位，积

极支援农田基本建设，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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