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蹦u县长周叫生(右：)、县水务局长陈发钳(_·叫)陪¨省l领导榆查淋

县矗个饮水工作。

剁县K_刘波(右一)冉人捕旱情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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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水务局长陈发智(右一)向领导介绍沐川县水务管理体制改革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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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水务部门到辣川学习水务管理体制改革工作经验



参i『||淋川』L水"政法律知识培训人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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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瀹辛镉堰架道

黄丹镇大碑村村民投资

修建饮水菁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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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妯榆盘水库安伞

新建的石板滩水库人行

使道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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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一一生命之源．水资源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

资源，是生态和环境的控制性要素．水利不仅是农业的命脉，而且

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关系国计民生．沐川水务事业为全县经济社会

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出了显著贡献．文革前，沐川小水电是

誓山区的一颗璀璨明珠嚣；文革中，造就全县最大的中型水利工程一

一沐川幸福堰；20世纪90年代以来，黄丹电站、舟坝电站、火谷

电站是沭川发展的动力；进入新千年后，“一坝四闸"拦水工程成为

沭川城市亮点．以年均解决农村3万人安全饮水问题，使民生水利

空前发展。全县人民盼望已久的全省水利重点工程金王寺水库获得

立项，建成后，水库总蓄水2132万立方米，总投入达4．05亿元，

已完成所有前期工作，可望在2010年底动工．沭川辉煌的水务史，

通过《沭川县水务志》的记述，得以传承，这是我们组织编纂此志

的目的．

沭川水务事业的发展，凝聚着几代水务人的心血；沭川水务事

业的明天，需要我们继承前辈豪迈坚韧、艰苦创业的精神，以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书写更加灿烂的华章．

在此，感谢为沭川水务事业作出贡献的沐川水务人；感谢关心

和支持沭川水务事业的各位朋友；感谢《沐川县水务志》的编辑们，

是他们的智慧和辛劳，使此书得以问世．

沐川县水务局局长际文智
201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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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实事求是，全面、客观、真实、科学地记载沐

川县水务工作的发展与变化。

二、本志上限自有资料记载起，下限止于2008年底。

三、本志采用记、述、志、传、表、录诸体。横分门类，纵述始末，首设

概述，钩玄撷要，时序为经，再分章节，记事系人。

四、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文书档案，也有其他部门文字记录，专访记录，

所有资料均经核实，务求真实而后使用。

五、本志用语体文，第三人称记述体，文字、标点、纪时、计量均使用国

家规范标准。

六、本志遵守保密法规，涉及机密资料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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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950年4月，县人民政府成立建设科，主管农、林、水、牧及交通、邮政各业。1955

年8月，沐川县人民政府改名为“沐川县人民委员会”，成立农业科兼管林、水、牧业，

撤销建设科。1956年，农业科划出水利业务设水利科。1962年6月，农水、林业、畜牧

三局并为农业局。1964年6月，分农业局为农业、林业、水电三局。1967年3月，县成

立生产委员会办理工农业生产日常工作，后更名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1968年10月，

农林水畜建立农业工作业务组。1975年9月．农林水电革命领导小组析置农林局、水电

局。

2001年10月31日，县政府批准县水电局内设机构为：办公室、财会股、水利水保

股(挂水土保持监督站牌予)，电力股、水政水资源股(挂县节约用水办公室、水政监察

大队牌子)、水产股(挂渔政管理站牌子)、防汛指挥部办公室(挂河道管理股牌子)7个

内设机构。县水电局下属单位先后有县电力公司、幸福堰管理处、物资供戍站、大鲵试验

站、水保精制茶J‘‘和4个基层流域水管站。下属机构有沐川县水电勘察设计室、沐川县水

政监察大队、流域管理站等。是年，县人民政府批准县水利电力局机关编制12名，其中

行政编制10名(含纪检、监察编制1名)，机关T勤人员编制2名．领导职数3名，中层

职数7名。2005年7月，核定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行政编制1名，同时核

减县水电局行政编制1名。同年，县编委核定沐川县水利综合监察大队事业编制16人，

沐川县城区闸坝管理所事业编制9名。县水电局先后山吕尚蒙、郑时瀚、李清华、张启方、

陈春阳、王安清、陈发智任局长。

县水电局注重内部管理，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先后制

定机关T作、后勤管理、财务、廉政建设、会议、奖惩、学习、效能建设等方面规章制度，

按县委要求开展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县水电局于2003年5月建成县级文H月单位，学习型

机关。档案、保密、政务公开等工作有序开展。 ．

农出水利工作是县水电局的主要工作之一。截止2008年底，全县共有水利工程18014

处，其中微水工程(含农村人饮T程)1663l处。水利T程中小(二)型水库ll座，山

坪塘56l口；石河堰9处，中型渠堰l条，小(一)型渠堰2条，小(二)型渠堰9条．

山溪堰766条，提灌站24处。以上工程总畜、引、提水能力2803万立方米，总有效灌面

7．57万卤，保证灌面6．40万亩。1975年县人民政府发布‘沐川县水士保持许可制度》和

‘沐川县水土保持预防监督T作暂行办法》，6月县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做好水土保持

工作的决定》。1998一一2008年。沐川县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总面积225．6平方公里，总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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