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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高淳县委书记 臧正金

高淳县人民政府县长 焦祖滨

《高淳县水利志》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经修志人员一年多来

的辛勤笔耕，现在付梓出版了，这为高淳史志修编工作增添了新的篇章，

也是我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

高淳地处长江支流青弋江、水阳江水系的下游腹部，既是上游皖南山

洪下泄的走廊，又是下游太湖地区蓄洪的盆地，独特的地理区位，决定了

高淳是一个易旱易涝的县份。千百年来，高淳人民深受水旱灾害之苦，并

为保障下游太湖地区的生产生活安全作出了巨大牺牲，高淳的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也因此受到了严重制约。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县委、县政府始终把兴修水利、兴县安民摆在突出位置，坚持全县发动，

集中力量，大干水利，不断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经过多年的艰苦奋

斗，全县初步建成防洪、除涝、抗旱、降渍四大工程体系，临江、临湖、

临河一线圩堤筑成了“钢铁长城"，先后战胜了1983年和90年代5次特大

洪水以及1978、1988、1994年特大干旱的侵袭，为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

人民安居乐业提供了坚强保障，特别是在1999年固城湖水位一度高达

13．07米的百年未遇特大洪灾年份，高淳创造了全县未破一圩的奇迹。所

有这一切，充分体现了高淳人民不惜牺牲、敢于拼搏、无私奉献的光荣传

统，不仅是高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巨大物质财富，也是高淳两个文明建设

中的宝贵精神财富。

纵观高淳水利建设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高淳人民战天斗地、顽强

奋斗的创业史，也是一部形象具体、生动感人的历史教科书。为了集中反

映高淳水利建设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全面总结和汲取治水方面的经

验教训，继承和发扬高淳人民的“抗洪精神"，以启示后人把高淳的水利工

作做得更好，县委、县政府决定编纂出版《高淳县水利志》。本志坚持以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从高淳县情出发，用比较翔实

的资料，对高淳的地域环境和历史上的水情、灾情及其特点，作了全面系



统的记述；对各个历史阶段水利建设的重点、工程管理举措和所取得的成

就，作了实事求是的记载；对历次重大防汛抗旱斗争的成功之举、挫失之

因，作了分析、比较，探索了客观规律，展示出一幅高淳水利建设面貌翻

天覆地变化和人民抗争气壮山河的历史画卷，展现了高淳人民艰苦奋斗、

排除万难、前赴后继、英勇战斗的抗洪精神。《高淳县水利志》时越千年，

内涵丰富，资料翔实，可歌可泣，它的出版问世，能使全县干部群众从中

鉴古知今，受到启迪。

《高淳县水利志》的正式出版，正值高淳“富民强县，跨越发展"的

关键时期，县委、县政府希望全县各级和广大干部群众认清形势，居安思

危，未雨绸缪，进一步加大投入，兴利除害，不断推动水利事业再上台阶，

大力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全力把高淳的未来建设得更加美好、更加

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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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1

凡 例

一、《高淳县水利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坚持实事求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本地水利事业的历史和现状，突出地方

特色和时代特点，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为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以现行境域为准。为反映事物的完整性及渊

源关系，与地域环境及水利工程相关事物延伸至外地的部分则择要而书。

三、本志年代断限，上限因事而异，适当追溯，立足当代，统合古今，

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水利事业的发展和变

化，下限断至2000年，部分照片沿至2002年、。

四、本志结构采用小编式，依据志书体例和本县特点分设14章和1

个专记，章下一般设节、目两个层次，并视情加设子目。为加强宏观综述

和整体性，章下设无题概述，节下设无题序。

五、本志体裁，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以志为主。

志前列概述、大事记，概述叙述并举，总摄全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

辅以记事本末体；后缀附录，辑存文献和诗文；反映全县水利事业总貌的

图片置于志首，反映章节内容的图表随文设置。

六、本志人物传，循志书通例不为生人立传，对本县水利事业有较大

贡献的在世人物则采用以事系人的方法，记载其业绩。

七、本志纪年，历史纪年一律沿用通称，在括号中加注公元纪年(一

个自然段内同一朝代年号只注首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民国之前纪年用汉字书写，民国纪年用阿拉伯字书写；“解放前"、“解放

后"以1949年5月2日高淳县解放之日为界。

八、本志各种名称，一律用全称。如名称过长，可注明已经流行、不

易产生歧义的简称，如“中华民国"简称“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简

称“新中国"，以便再次出现时使用。地理名称、党派、政府、官职等，均

沿用当时称谓，古地名须用括号加注今地名。地面高程，丘陵地区、水网

圩区分别以青岛零点和吴淞零点为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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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志数字书写，按1987年1月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

七个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计量单位采

用公制，历史上有些计量单位继续沿用时，有换算值的须随文注明；对1955

年3月1日前使用的老版人民币，均以1万比l换算成新币。

十、本志资料，主要来自档案、方志，佐以图书、报刊；口碑史料，

有证入志，无证不采：统计数据，以统计部门资料为准，统计部门没有的

均采有关单位提供的数据。为节省篇幅，除确有必要的加注外，一般不再

注明出处。

十一、本志在目录后出英文要目。索引只出与本县水利相关的关键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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