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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横跨1200余年水利发展史的《遵义地区志·水利志》一书编纂完成了。这

是遵义水利建设事业中的一件大事。

盛世修志是我国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编史修志是一项承前启后，继往

开来，服务当代，造福子孙的传世之作和千秋大业。编纂出具有时代特征和丰

富详实内容的《遵义地区志·水利志》，对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将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遵义地区志·水利志》在编纂过程中，通过对资料的收集、整理，再进行科

学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按照

写出关键和精髓，突出重点和核心，着力反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与变

革，努力揭示发展与变革的一般规律，真实客观地记录了前人和今人在开发、

利用、保护水资源的社会实践中所遵循的原则，特别是着重记述了建国以来遵

义地区水利水电建设、水土保持、农村人畜饮水、城镇供水、防汛抗旱排涝、水

利执法、水利管理、水利经济、水利科技与基础工作等方面取得的实际成果和

经验，存在的问题和应该吸取的教训，为人们了解、认识、研究遵义地区水利水

电建设事业和发展过程，进一步开发利用遵义丰富的水资源，提供了科学系统

的基本资料，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财富。

遵义地区地处云贵高原东斜坡地段，自然资源十分丰富，雨量丰沛，气候

温和，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素有“黔北粮仓”的美称。但是，由于区内地形地貌

复杂，差异性很大，降雨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年均降雨量800～1400毫米，有

80％左右的降雨都集中在5～8月汛期，有记载以来的史料表明，遵义地区按

照其地形特征形成了既易出现旱灾，又易出现洪涝灾害的气候特点。五年一

大旱，三年两头旱，年年有小旱，汛期暴雨使山洪暴发造成水灾，给人民的生产

和生活带来威胁和损失，并导致了区内水土流失较重，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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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兴修水利，治理水土流失，历来成为安邦治国的大事。

从唐朝杨端作播州安抚史开始，截止1949年新中国成立，由于受封建政

权统治，生产力水平低下，遵义地区仅靠3400条(处)沟渠塘坝和自浸水灌溉

36万余亩农田，仅占稻田面积的15．3％。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遵义水利事业步入崭新的发展时期。在中国共

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区各族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在近

50年的时间里，兴建了湄潭县湄江水库、绥阳县后水河水库、习水县东风水

库、遵义县浒洋水水库、凤冈县穿阡水库、余庆县团结水库等中型骨干工程并

以蓄水为主，引、堤、排、窖相结合的水利工程2．74万处，蓄水量4．8亿立方

米，有效灌溉面积达到237．26万亩，保证灌溉面积达到208．8万亩，除涝面积

达5．93万亩；兴建地方水电站装机13．47万千瓦，年发电量4．4亿千瓦小时，

使全区100％乡(镇)、92．3％的村、92％的户用上了电，建成农村初级电气化县

4个；兴建城市和乡镇供水工程210处，供水量3．3亿多立方米，解决农村

120．54万人和75．89万头牲畜的饮水困难，占应解决总数的84％和74．6％；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409平方公里。这些水利工程的兴建为全地区工农业生

产的发展，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为改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推动全地区

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实践证明，水利不仅是农业的命脉，而且

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

这里还值得一书的是遵义地区水利水电建设，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

政府的领导下，一代一代的水利工作者，爬山涉水，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努力

工作，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刻苦钻研，克服了许多勘测设计、施工、运行管理、

抗灾救灾中的一道道难题，使兴建的水利水电工程在实践中发挥出巨大的社

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还将对今后全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再作贡献，再

立新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50年的历程里，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全地区的

水利建设也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出现过一些失误。其中，最主要的是水利建

设事业中重建轻管，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单位缺乏自我完善、自我积累、自我发

展的能力，水利管理单位直接经济效益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同程度

地陷入困境；全地区水利工程普遍存在老化失修，投入不足，配套不完善；水

土流失、水资源受污染还较严重，整个水利事业的发展还不能适应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些问题和教训，都为今后更好地推进水利事业建设提

一2一

]



供了有益的经验并对一些问题有所借鉴。

本志书从1984年开始收集资料，因各种原因中途停止，1998年又重新开

始进行收集资料和编纂工作，并把它作为总结遵义地区水利建设经验的一件

大事来抓，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支持才使这本志书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

遵义地区经国务院批准，从1998年撤地设市后，我作为首任市水电局局

长，细读志书，深深地为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十分欣慰，也深感任重而道远。值

此《遵义地区志·水利志》成书之际，浅作此文，特之为序。

黄强

1998年12月于遵义

乡一乡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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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载遵义的历史和现状。

二、《遵义地区志》是原遵义地区作为一级行政建置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新

方志。本志所载地域范围，以现行遵义市(亦即原遵义地区)行政区划的地域

为准。
’

三、《遵义地区志》按事业分工、科学分类的原则，原规划由40部分志组

成，1997年又作了一次调整，确定由39部分志组成，分卷出版。从这部志书的

完整性上考虑，撤销原遵义地区行政公署而建立地级遵义市后，在39部分志

规划内出版的专志，继续使用原《遵义地区志·××志》的名称；但地改市后组

建的修志机构则要冠以“遵义市”的头衔。

四、本志体裁，以专业志为主体，全志由概述、大事记、各专业志、人物志和

附录组成。各专业志结构，一般分篇、章、节、目层次编写。全志以记述为主，

辅以图表照片。

五、本志所记时限，贯通古今，重在当代。时间上限视各项事业所能够收

集之资料，尽可能上溯；下限原则上定为专志成稿前一年，也可因专志而异。

六、本志所载内容，重在本地区内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等方面的

重要事实，详今略古，详独略同，突出地方特点。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历史文献、各类档案及经考证鉴别之口碑材料，力

求翔实可靠。个别事实有不同说法的，或诸说并存，说明资料不同来源。或经

考证后，选取较为可靠的记载。

八、本志统计数据，以国家统计部门公布数字为准。国家统计部门未涉

及的项目，则采取经有关部门调查核实的数字。同一事物有多个不同数据

者，尽量核实后选取较为准确的数据，或注明不同口径及不同资料来源，以便

·--——4．——一



读者参考。

九、人物志分设传记、简介和表录。遵守“生不立传”通例，只收录有重大

贡献和影响的已故人物。对于在世人物，有关专志中分别用以事系人方式记

述其事迹。

十、志内称谓，凡历史朝代及年号，沿用通称，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公历记月日。地理名称及历代政权、官职，均依

当时的称谓。

十一、文字记述，除引文外，一律用现代汉语记述体，专业名词术语、计量

单位及数字用法，一律以国家公布的规范或有关部门审定标准为准。历史资

料中涉及的名词术语及度量衡单位，按原有资料记载，视情况可加注今名或换

算成现行法定计量单位o

十二、本志门类繁多，许多专志之间因事业相互联系，内容记述会有交叉

重复之处，采用各有侧重，分别详略处理，以保持各专志的相对完整，便于读者

查阅。

十三、本志审稿程序为：各专志由承担编写部门初审，市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复审，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验收，由国家出版社终审公开出版发行o

1999年1月

一5 歹夸
／

}I．．。．．--■■rIrf}}；}l



编纂说明

一、本志既是《遵义地区志》的一部分，又是一部以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治

理、保护、管理为内容的全面记述遵义水利建设和发展的一部专业志，该志力

求准确反映遵义水利水电事业发展规律和突出遵义地方水利特色。

二、本志断限，上限不限、下限断至1998年，遵义地区地改市、遵义市市改

区后的有关单位称谓冠以“遵义市”、“红花岗区”的衔头。

三、历史纪年、简化汉字写法等，均按有关规定执行。所用地名，一律以公

认地名为准，引用旧名时，加注新名。

四、地面及水位高程，均为黄海高程。

五、简称，本志中的遵义专员公署、遵义地区行政公署，按机构设置年代，

简称遵义专署和遵义地区行署。志中出现的专署指遵义专署，行署指遵义地

区行署，省厅指省水电厅。“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各级“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

会”o“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简称“中共中央”，“县(市)委员会”简称“县

(市)委”，“水利电力部(厅、局)”简称“水电部(厅、局)”，“中华民国”简称“民

国”o

六、本志所用资料均以公认的文字记录和文件为准，少数采用口碑资料，

口碑资料说法不一的，以多人相同说法为准。在文体上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

体。引文一般原文照录，并加引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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