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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安华

湖北治水历史悠久，经验十分丰富；水利对湖北社会与经济的发展

作用巨大。但几千年来，除荆江大堤(原万城堤)史有专载外，湖北尚无

比较全面、系统记载全省或局部水利事业发展的专史或专志。

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

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

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编纂江河水利志的活动，就是为了全面、系统地

记述水利事业发展的历程和现状，客观地反映水利在社会与经济发展

中的地位与作用，深入地总结治水的历史经验；以利在当前与未来的水

利改革与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启迪与借鉴。这不仅是历史的需要，也是

现实的需要，是一项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大事。

湖北，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北。四境山峦起伏，中南部沃野低

平。长江自西向东，汉江从西北向东南，双双穿行省境繁荣富庶之区；

万条溪河，密如蛛网；逾千湖泊，星罗棋布。多年平均年降水量1100毫

米左右，可谓水资源丰沛，水利得天独厚。但由于降水量在时间和空间

上的分布严重不均，加上又是长江、汉江上游100多万平方公里集水面

积巨量洪水入海的必经之地，每当降雨集中季节，洪涝为患；稍长时间

无雨，又干旱缺水，致使水旱灾害十分频繁、严重。千百年的史实证明，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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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鄂必先治水。水利事业是湖北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基础与保障。

从春秋战国时楚人早期兴建水运、供水等工程，到民国时期的鄂城

民信闸、武昌金水闸，在长达两干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中，湖北境

内修建了不少防洪、灌溉、排水、航运等工程，其中有万城堤、宜城长渠

等古代著名水工设施，对社会与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与保障作

用。但由于生产力的限制和社会制度的束缚，治水多以筑堤排水、束水

攻沙以及兴修塘堰、沟渠灌溉农田为主，尚无有效工程措施抗御稍大一

点的水旱灾害o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的第一项大规模的基

本建设便是在湖北兴建荆江分洪工程和加固荆江大堤。随后，在党中

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与大力支持下，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领导

全省人民，开展了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经过40多年的艰

苦奋斗，取得了超越过去两干多年的光辉的水利成就，基本形成了比较

完善的防洪、排涝、抗旱三大水利工程体系，具有了防御一般水、旱灾害

的能力；遇到较大洪涝、干旱，采取临时抗御措施，也能从大局上保证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工农业增产丰收。湖北水利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

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效益。但今后的任务仍很艰巨，水利改革与发展

需要做的工作仍很多，我们必须继续作出艰苦的努力。科学地总结历

史的经验与教训，巩固扩大成绩，继承发扬传统，并针对走过的弯路和

工作中的教训，提出改革的方针、措施，便是我们要做的工作之一。

盛世修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为全

面开展编纂江河水利志创造了良好条件。自1981年始，在湖北省人民

政府和水利部的组织与指导下，我省成立了湖北省水利志编纂委员会，

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开展了水利修志工作，水利厅几任主要负责同志都



亲自领导志书编写工作，并抽调专人，组织专班，为社会主义时期的第

一次水利修志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各地、市、州和县、市、区水利(水

电)局、部分重点水管单位，也先后成立相应组织，配合各级地方志的编

写，相继开展江河水利志的编纂。全体水利修志人员经过多年的辛勤

耕耘，克服了人手不足、经验欠缺、资料散失、经费短缺等种种困难，历

时数年，逐渐形成了以<湖北水利志>为龙头，以各地、市、州县水利志和

．大型水利工程志为主体的“湖北省水利志丛书”，一部部资料翔实、内容

丰富的志书正陆续与读者见面。这是全省各级水利部门和有关方面大

力支持的结果，也是广大水利职工、特别是那些默默奉献的修志工作者

集体智慧的结晶，确实可喜可贺o

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水利事业亦将持续

发展和繁荣；江河水利志的编纂也会延续，并将越来越完善。我相信，

江河水利志书将受到有识之士的欢迎和热爱，并希望它能对我省水利

事业的发展以及水利史志学的诞生与成熟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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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圣祥

； <天门水利志>在全体编纂人员的努力下，几易其稿，终于正式出版

} 面世了，这是天门水利事业发展史上的又一丰硕成果，实乃可喜可贺之
●一

； 事。

．’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事业与劳动人民

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水利志编纂人员从总结水利史出发，本着博

采、详尽的原则，广泛搜集资料，科学编辑史事，形成一部较为完备的

<水利志>很有必要，也很及时。
-‘

水是生命之源，水可兴利，也可为害。天门境内河渠交织，湖泊棋
一 布，加之依傍汉江，水资源比较丰富，因大部分地势平坦、低洼，历来洪

， 涝灾害严重。纵观天门水利的发展，新中国建立前后，实有天壤之别：

旧社会洪水频繁，人民流离失所的惨景多见于文献记载，十年九水惨不

“。 忍睹。因水灾出走谋生，旅居他国的华侨达万余人，内地著名侨乡得名
’

也源于此。建国后，天门人民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慨，发扬愚公精神，改
“‘‘

天换地，重整山河，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建成以汉江堤防为骨干
’

的防洪屏障，以汉北河、天门河、沉湖排水道为主体的排水系统，以罗汉

i 寺闸灌区和大、中水库为纲的灌溉网络。这些工程彪炳史册，惠及子

i 孙，极大地改善了天门农业生产环境，增强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保

障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对维护人民安居乐业起着不可小视的作用o

<天门水利志>的编纂工作自82年4月展开。编写人员沤心沥血，



笔耕不辍，以精益求精的严谨态度广征博采，翔实的记录了天门水利史

的发展，特别是建国以来天门水利突飞猛进之壮举，翻天覆地之变化。

内容丰富，资料完备，信息量大，整体性强，具有很强的资料性、知识性、

专业性、权威性，可为广大基层干部、水利工作者以及关心水利工作的

同志提供参考，为天门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服务o ．

志书得以出版，凝聚了全体编撰人员的心血和智慧，负载着许多人

的殷殷希望。饮水思源，我们不能忘记那些散发余热参与编写的老干

部，那些不计名利、不畏困难、潜心修志的工作人员。他们身上正是体

现着“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天门水利精神。由此想

到志书中所记载的从古到今的诸多人物，包括那些为天门水利发展默

默奉献的无名英雄们，他们正是这种精神的代表，正是我们学习的楷

模。

值《天门水利志》出版之际，感今昔之巨变，片言只语，是为序o

1998年6月15日

(雷圣祥 中共天门市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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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忠义

在影响人类生存的诸多自然因素中，水是与人类息息相关的重要

因素之一。兴水利除水患的斗争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脚步，水

利兴则人心稳，水患起则社会乱。因此，总结人类与水和谐共存的历

史，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自然规律、改造生存环境、掌握社会发展的主

动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o
。

我市幅员辽阔，地形北高南低，既有岗状平原，又有河湖平原。河

渠纵横，湖塘棋布，水利建设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水产养殖的发展，以及

运输的便利。但是，由于历史上防治水患能力低下，水旱灾害也给人民

带来了无穷的痛苦，许多人因此被迫流离失所，远走异乡。

新中国成立后，天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以愚公移山、改造自然的大无畏精

神，开河筑堤，改造湖泊，建水闸，修水库，经过近50年的艰苦奋斗，初

步形成了科学调水、合理排灌的水利体系，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促

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为了记载天门人民与兴水利、除水患的斗

争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探寻治水规律，表彰先进人物，根据上级指

示，我市于80年代初期成立了天门水利志编纂委员会。十多年来，在

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下，经过全体编纂人员的努力工作，<天门水利志>

终于脱稿付梓了。这是天门有史以来第一部水利专志，也是第一部具

有天门特色的地域性水利志，是天门水利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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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水利志》以存史实资鉴戒为编篡的指导思想，本着科学严谨、

秉笔直书、详今略古的原则，记载了有史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天门地区重要的水利史实。描述了河、湖、塘、堰、沟、渠水库

的兴废变迁，水旱灾害发生的自然规律，防灾抗灾救灾的主观作用，和

重大水利工程的建设管理利用，以及水利人物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事

迹，成为一本系统完备的水利实录。本书资料翔实可靠，数据准确全

面，编辑科学完整，叙述详略得当，图文配合相得益彰，对我们认识水利

特点，掌握水利规律，制定水利规划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合理开

发利用水利资源、提高抗灾能力，提供了实践经验和理论依据，经过专

家审定，现决定正式出版，向国内外发行。

《天门水利志》的出版标志着我市水利史志研究达到了较高水平，

也是天门水利档案编研的一项重大成果。

当我们翻开这本厚厚的水利史书，定会激励我们毫不懈怠地搞好

本职工作，做一个合格的水利人。展望未来，我们欣喜地看到21世纪

的曙光已经照临新的水利史的扉页。面对新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我们

衷心希望热爱水利事业的工作者以史为鉴，以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和科

学的态度投身到为人民管水治水的工作中去，用实际行动答谢修志工

作者和为修志工作付出了心血的全体同仁o

1999年7月】2日

(胡忠义天门市水利局局长)



凡 例

．一、本志时限一般上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断至1998年。本着详

今略古的原则，取事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二、市境域屡有变动，本志取事均以今辖境域为准。

三、本志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及照片，以志为主。

四、本志正文一般分篇、章、节、目、子目五个层次，逐层统属。

五、本志中凡历史纪年，一律采用汉字加注公元纪年号。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后)”o

六、行政区划、党政机构、职官名称及地名、计量单位、货币面额、

水利用语均依当时称谓。建国后天门建制称谓，1987年8月前称县，

其后称市o ．·

七、数字书写，按照i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单位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记写。水准高程均使用“吴淞

冻结”高程o ．

．八、本志资料来源：建国前的资料，主要来源于省图书馆及省、

地、市档案馆，市博物馆，家谱等。建国后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市档案

馆、市统计局、市水利局和汉江河道管理局天门管理总段综合档案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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