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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本志编纂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以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当代和有益

后世为宗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突出时代特点，地

方特色和专业特色，全面系统客观地记述翼城水利事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

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 本志通贯古今，详今略古，上溯事物发端，下限断至2 009年底。 “概述”

及彩页等不受下限时间限制。

一 记述以类记事，以时为序，横排竖写。按章、节、目设置。

■ 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体裁。首设概述，末设大事记，志为

全书主体，分门别类、记述全县水利情况，图表照片穿插其中。

■ 写法采用语体文。文字以《简化字总表》为准，数字以《出版物数字用法规

定》为准，计量单位以《现行统一法定计量单位》为准。

■ 人物分传记、简介、名表三个部分，传记为古代人物和现代己故人物。收录

标准为历任股级以上领导干部、中级职称以上专业技术人员、县级以上劳动

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 资料来源于旧志、档案资料和文史书刊，部分来源于社会征集及群众口碑。

受文字所限均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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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池奠
水，灵动而又静美，柔善而又智慧。它是滋养人类和地球万物的生命纽带；

它是孕育文化和人类文明的渊源。在全县人民认真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

神，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今天．我们读到了一本关于水的好书，这

就是由县史志办和水利局共同编纂的《翼城水利志》。

科学研究表明：地球上最早的生命是在水中出现的。水是所有生命体的重

要组成部分，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就没有蓝天白云下的草长莺飞；没有水，

就没有激越奔腾的黄河长江；没有水，就没有博大精深的茫茫大海；没有水，

就没有超然万物的人类本身。lE是由此，所以古往今来，人们不仅把水列为

“五行”之首，“四元”之一，对其尊之亲之，歌之咏之，而且围绕着水的开

发和利用，演绎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历史壮剧。从古代的大禹治水、李冰筑堰、

隋凿运河，到现代的淮河治理、南水北调、三峡截流，人类在谱写趋利避害、

依水生财辉煌篇章的同时，也铸就了自己“知水为乐，护水为荣”的人文情怀。

《翼城水利志》共12章，40万字。志书从水资源写起，涵盖了翼城水利的

方方面面。通读这部志书，我们知道．早在尧舜时，邑人就已傍晋水而聚居生

息。涧峡自古称晋峡，滦水老早是晋水。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滦池，

这泓流淌不息的灵泉就曾涌动出千般风流和万种风情。晋祖唐叔虞鼓励民众发

展农牧，兴办水利，使唐地出现了“异亩同颖”的祥瑞。春秋晋国时，发源于



佛山、途径30多个村庄的浍河曾浮起过巨大的船只，时称“泛舟之役”。此后，

在这条被翼人称为“母亲河”的两岸，或渠或坝，或引或截，浍水一直以自己

充盈的乳汁哺育着沿途的广大子民，给翼人带来无尽的财富和欢乐。唐嗣圣年

间，翼城县令张怀器组织翼人导滦池之水，凿渠数十里，使之灌浇下游万亩农

田，邑人广受水利。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很难达到“人水和谐”的理

想境界，人与水的矛盾往往转化成以水为焦点的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流传于南

梁武池一带的“水从南史过，鸡鸭不能喝”， “北常村里浇地多，四大好汉跳

油锅”等民谣，就是水讼连年不断，水的矛盾演化为社会矛盾的真实写照。

真正让水为人类服务的华彩篇章，是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谱写的。

1952年至i 956年，翼城数万人投入兴修水利，打井、修渠、建池、筑库，短

短几年，全县水浇地面积即由建国前的I万余亩扩大到2万余亩，曾震动了平阳

大地；1958年，全县上万劳力投入小河口水库建设，历时三年，终于建成总投

资4000余万元，库容3290万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达4．66万亩的中型水库，一

跃成为临汾地区同类水库中的姣姣者。1 970年，翼城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治理

土地7万余亩，水浇地发展到8．97万亩。此后，翼城在建起故城、北常水库后

又相继建起了北丁、南丁、感军、西梁、杨家后等小型水库，至1990年，全县

兴建起中小型水库1 4座，灌溉面积达到l6．9万亩。干渠总长8．6 8公里的中卫

胜利渠，集高灌22处、水库6座、蓄水池3 1座的“里砦万亩深井区”曾在全区

赫赫有名。利民灌区实施的节水技术，其灌溉模数曾达到了世界水平，被日本、

前苏联专家称为“在中国值得自豪的灌区”，1 990年被国家水利部授予“全

国先进灌区”称号。所有这些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水利工程，真可谓巍巍丰

碑，千古绝唱!

水是有情的，又是有限的。翼城水资源总量1．47亿立方米，其中地下水资

源量为0．8 l亿立方米，水资源是较为丰富的。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

由于人口不断增长，工业快速发展，环境遭到破坏，特别是地下水的过度开采，

全县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加剧，水污染也越来越严重。水利，这项古老而又现

代的事业，被提到了“国民经济的命脉”的高度，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成了整



个社会的一大课题。正是在这一形势下，我县水利部门坚持开源节流，保水固

土，一手抓新型水利工程，一手抓节水工程建设，开始了全新的创业历程。水保

治理、滩涂开发、复垦土地、节水灌溉、产权改革、小水改制．．⋯。特别是进

入2 1世纪，以张发槐为班长的水利局一班人，面对水资源贫乏，水土流失严

重，水污染加俱的局面，坚持发展民生水利，构建和谐水利，不断推进了水

利事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在农田灌溉上，通过积极兴建管灌、喷灌和

微灌工程，大大提高了水的利用率：在工业用水上，坚持科学规划，积极推行

循环用水，实行了计划用水，以量计征；在民生水利上，全县累计为农村饮水

投入8273．83万元，兴建饮水工程267处，解决了469个自然村，22．75万人的饮

水问题；在发展生态水利上，通过四荒治理、小流域治理和退耕还林，进一步

营造了良好的水利水保的大环境，谱写了新时期水利工作的新篇章，翼城被授

予“全国农田水利建设先进县”的光荣称号。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时代记录着水利事业发展的坚实步履，岁月铭刻着

一代又一代水利人的不朽功勋。老子云： “上善若水”。通读《翼城水利志》

可以看到，广大水利工作者正是以水所具有的甘处卑下、不居不争、忍辱负重、

锲而不舍、宽容博大的品格在不懈地奋斗着。多少年来，为了一片片干旱的土

地能够得以浇灌，为了一户户村民能够吃上自来水和达标水，他们常年战斗在

一线，工作在基层，不管刮风下雨，不畏酷暑严寒，甘守寂寞，甘于吃苦，始

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每建起一处高灌，每修通一

条渠道，甚至每节一滴水、治一片土、栽一棵树，都是他们最大的欣慰和快乐。

尊重水，节约水，保护水；求实、创业、献身，这就是翼城水利人的水文化精

神!

《翼城水利志》贯古通今，资料翔实，以类系事，体例完备，既为全县水

利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为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了历史借鉴和有益启

示，又唤醒了全社会的尊水护水意识，鼓舞更多的人去探索水理论，认识水贡

献，发扬水精神，以开拓我县水利工作的新局面。在志书即将出版之际，我们

谨向参与志书编纂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在新时期的一项战略任务，进一步改变农业基础

条件，加强水利建设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战略重点。我们相信，只要

我们把解决缺水和水污染问题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兴利除害结合，开源

节流并重，防汛抗旱并举，对水资源进行合理开发、高效利用，有效保护和综

合治理，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由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的大步迈进!

全社会行动起来，共同关注水利吧!因为关注水利，就是关爱我们自己；

关注水利，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创新治水理念构建和谐水利

翼城县水利局局长张发槐

时光荏苒，岁月悠悠，伴随着弛和嘲的脚步，翼城水利事业已跨入了第

60个年轮。漫漫征程，弹指挥。这是翼城人民不断认识水，利用水，真

正让水为人类服务的一段辉煌历程；这是广大水利工作者用艰辛和执著描绘

的一幅壮丽画图。长期以来，我县广大水利工作者发扬水的品格和精神，常

年战斗在一线，T作在基层，廿于吃苦，无私奉献，为翼城经济发展和全县

人民的安全饮水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的功勋，历史虚当永远铭记。这也

正是我们编纂《翼城水利志》的初衷。

水是生命之源，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和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翼城水利

志》上溯远古，下及当今，忠实地纪录了翼城水利的方方面面。特别是60

年来，水利系统』“大干部职工坚持以思想解放拓宽水利发展的理念，以队伍

建设保证水利事业的蓬勃开展，以科技创新激发水利工作的活力，健全县水

利事业迈上了一个全新的平台，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着强有力的

支撑。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前我县水资源短缺的状况仍没有从根本

E改观，地下水总体上仍呈下降趋势，饮水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实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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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谐，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

实现人水和谐，必须创新治水思路。违背自然规律，盲目建设，过度

开采，只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我们不能甘当大自然的奴隶，但也不能妄

图成为大自然的主宰，而应成为自然界的保护者，成为自然界忠实的朋友。

实现人水和谐，必须继续抓好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水利工程建设，解决群

众的实际困难。就是要抓紧解决饮水安全，防洪安全，生态与环境恶化以

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停滞甚至滑坡的问题，努力提高水的利用率，保证地

下水的可持续利用，一如既往地把保护人的生命健康作为民生工程和第一

任务。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管理，保证在“十二五”期

间让全县人民群众真正喝上安全水，放心水。实现人水和谐，必须加快构

建“人水和谐”的大环境。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尊重水、节约水、保

护水的科学意识，让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共同关注水利。要坚持科学规

划，讲究实效，真正把涉及群众直接利益的“德政工程"和“民生工程”

建设好。同时要进一步完善“民主谋水利，民营兴水利，民众干水利”的

建设机制，扩宽资金渠道，动员社会和群众力量办水利!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水利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为水利发展吹响了新的号角。值此志书出版之际，我谨向参

与志书编纂的同志们和一切关心支持水利工作的朋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翼城水利志》的出版，一定会让更多的人了解水、认识水、尊重水、保

护水，进而强化全民的水资源和水环境危机意识，培育全新的生态文明意

识。我相信，在党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县一定会把水利工作摆到全

局和战略的高度，坚持保护、开源、节流和循环利用同举并重，多管齐下，

真正做好这篇惠及全县人民、荫及子孙后代的大文章!



●二oo六年八月，水利部农水司司匠昊守信一中一在县长王天郎一左一、水利局局长张发槐一右一陪同下视察水上

乐园建设工程

卜一九九七年十月．全省节水建设现场会在翼城召开。省水利厅厅长赵生荣一右二一及于会人员参观垒县节水工程

一二oo六年八月，省水利厅副厅长裴群一左一视察垒县

农建工作

舅塞堍辫薹



蔓100六年四月厅剐厅长郭正义一右
农村饮水安全卫作

省水利一视察

●二oo八年七月，省水利厅副厅长张健一左三一在县委书记原学义一右1)陪同F视察水像

治理工程

■】'o—o年九月．省水利厅总工程师李力一右三一

视察引黄人冀项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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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_00八年十片厅剐迎砚员贾虹骥一右一

村饮水安全工程

省水利视察农

●二oo九年七月，省水利厅原副厅长姜凯一中一带领专家组对小河口水库大坝进行安全鉴定



!oo六年七月，省水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江汀一中一主持召开首钢落户翼

姣用水协调会议

!_oo九年八月，省水土像持局局长李文银一右二一视察绵山水上保持综合治理

工程

卜二oo九年五月利投资公司董事长白小视察农村饮水安全工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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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00六年四月，市委书记王国正一右二一在县委书记张德英一右_!_一、县长郁建文一左_．)陪同F视察浍河河道

冶理工程

■一一oo、h矩．主任刘合心一右

河道={兰理【程

●车天太治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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