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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思茅地区行政公署水利水电局局长李明聪

经过lo多年努力，思茅地区第一部水利志编纂完成了。《思茅地区水利志》的出版，

是思茅地区水利水电战线的一件大事。

思茅地区土地广阔，水资源丰富。古代各族先民已能应用简单的技术治水，。明代开

。 始有建设水利工程的记录。但发展缓慢，直到本世纪中叶，水利建设还是工程少、规模。

’小、技术简单；水资源开发利用单一，农田水利化程度极低，水旱灾害频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思茅地区各级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结合思茅

地区边疆、山区、民族的实际，贯彻中央的水利方针，因地制宜地采取有效的治水途径‘ 。．

和措施，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持续的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水能开发。46年来完成的工程

数量，工程规模，技术发展，资源开发利用，都远远超过以往千百年的历史。全区有效

7灌溉面积达到122．7万亩，水电从无到有发展成重要的基础产业，饮水工程的建设，大

一大改善了人畜饮水条件；淡水渔业发展成新兴产业，思茅已成为云南省的重要渔业基地，

水文监测和水土保持事业也有相应发展；全区建立了七百多人的水利水电专业技术队伍．

水利水电事业的发展，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率，增强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促进了全‘

区工农业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

46年来，全区各族人民和干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边疆山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

， 资金、物资、技术特别困难的条件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治水的精神，涌

现了许多象谢宣登那样长期带领农民治山治水的基层干部。广大水利水电科技人员，不 。I

畏艰难，不怕吃苦，身背仪器，爬山涉水，长期在水利水电建设第一线与民工同吃同住。、

同劳动，为边疆水利水电事业奉献了青春。涌现出许多象吴学智那样艰苦创业、刻苦钻

。 研的技术干部。 ．

·

一 本书翔实地反映了思茅地区水资源的概况，记录了思茅地区水利水电建设的历史和

现状，客观地反映了边疆民族山区水利水电事业发展的成就和规律，反映了各族人民、特

别是水利水电科技工作者为边疆水利水电事业所作的贡献。本书的出版，将激励和鞭策

水利水电战线的广大职工，更加努力为边疆的水利水电事业贡献力量。这本书资料翔实，。

信息量大，有助于水利水电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了解水利水电方面的区情，吸

。取历史上水利水电建设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教训。书中记述的各族人民治山治水的精神和

水利水电工作者为边疆建设献身的精神，可以成为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热爱祖国、热爱边

疆的活教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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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 ．例

。 、’一、《思茅地区水利志》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记述思茅

．地区水利建设和管理(包括水利、水电、水文、水产、水土保持)的历史和现状的专业

“志。 。v

二、本志记述在思茅地区范围内的水利建设的史实。上级部门、外地企事业单位和

7个人在思茅地区兴办的有关水利方面的事业和进行的工作，属本志记述范围。本志也记

述了一部分外单位进行的、和本地区水利有关的研究开发成果。 ，

三、本志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95年底的史实。有的章节追溯到事物发

生的起始。大事记、正在建设的项目及任职人员名录延伸到1996年底。

二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录等体裁，《概述》全面概括地介绍全区水利发展总

貌；《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纪事本末体为辅，志中不记、简记的详记，志中详记的简

⋯记；志为全书的主体，篇、章、节、目的设置、归类、排列，按志体基本原则结合思茅

地区水利建设的实际安排。
。

一

一．

五，本志设《7k利建设篇》，主要综合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思茅地区从贯

彻中央水利方针到移民安置等水利建设的各项组织工作。设《水利工程篇》，分类记述各

项已建工程。 ，

六、本志选择当代几位有代表性的已故治水人物列传。水利部门(单位)的领导干
， 部、高中级科技人员、获表彰奖励的人、因公殉职的技术人员，分别列表列名。对重要

事件及重要工程的倡议者、决策者、主要设计者、主要组织实施者、技术革新者，尽量

+‘系名。
’

七、本志中组织、机构、人物、时间、地名、．数字等，按新编地方志有关规定书写。

。其中多次重复记述的，使用习惯简称。如：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简称。澜沧”，水利电力局简称“水电局”，水利工作队简称。水工"，20世纪50年代
简称。50年代”。 ，

，：， 一、 ，-一j

八、本志书写地名一律用各县《地名志》规范名称。沿用历史旧名的，夹注现在地
。

名。 ，。 、‘ 一 ·一 ，：
’

， ：+ o 。、

， 九、思茅地区行政区划、行政区名称、政权机构组织名称等，。多有变动，一律按当
1。。‘ 』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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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思茅地区水利志

时名称记述。必要时夹注现名。①

十、本志所用计量单位，除土地面积沿用习惯单位“亩”(每亩；666平方米，liPt／15

公顷)外，都用国务院规定的法定计量单位。
，

十一、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地、县水电部门档案和地、县档案馆(室)。有一部分是本

系统和外系统的单位和有关人员提供的。在编写过程中参阅过一些出版物和文献资料，均

开列致谢．c- r

；．
。，．_÷

；，
’

：5

’

’：

·‘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思茅地区行政区名变化简况；

地区级：1950年，宁洱专区，1951年，普洱专区}1953年3月，思茅专区f 1968年9月，思茅地

区‘。。 、． 一，

“‘

。

县级。原称XX县。1953年4月成立澜沧拉祜族自治区0955年5月改称自治县)，1954年5月成

立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区(1955年12月改称自治县)，1954年6月成立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区

0956年改称自治县)，1965年成立西盟佤族自治县，1979年成立墨江哈尼族自治县，1985年成立普洱

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1990年成立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

县I 1993年思茅县撤县设市．

乡级，原称区。1958年大部分地区改人民公社，1962年改区，1969年改人民公社，1984年改区，

．1987年改乡(镇)．

行政村级，原称乡，后大部分地区先后改管理区、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乡，1987年改行政村

(乡属)、办事处(镇属)．

．，合作社(自然村)，原称村，1958年称生产队(自然村)，1987年改称合作社(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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