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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共桃源县委书记 胡宗清

桃源县是一个农业大县，水利是县域经济的

命脉。发源于云贵高源的沅水，一泻千里，奔涌

而来，横贯县境近百公里，既可得舟楫灌溉之便，

亦颇受洪涝泛滥之苦。

桃源县城处沅江之滨，三面环水，是一座有

洪即淹的水城。特别是1995年7月，一场历史罕

见的洪水无情地浩劫了这座千百年来不设防的

县城。城内的工厂、商店、学校、街道和住房均

被漫淹，生产陷入停顿，生活失去安宁，经济遭

受重创。无情的水患告诫我们：水情是桃源最大

的县情，水患是桃源最大的忧患。水患不除，县

无宁日，民无宁日。为根治县城水患，大灾过后，

县委、县政府痛下决心，果断决定，举全县之力

大规模修建护城垸。

1995年9月10日，护城垸破土动工兴建。投

资1亿多元，经lo万建设者的日夜苦战，8个月

建成主体工程。形成了9．6 km长的土堤和8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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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混凝土防洪墙组成的防洪圈。经1 996年超

历史特大洪水考验，其防洪能力达到50年一遇。

护城垸防洪工程的建成，是桃源水利工程建

设史上的奇迹，是县委县政府的正确决策、工程

技术人员的聪明智慧和10万建设大军的冲天干

劲凝聚而成的伟大结晶。它的建成不仅为我县两

个文明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也再一次昭示我

们，只要掌握规律，果敢坚决，勇往直前，就一

定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稳操胜券。护城垸

是一座坚不可摧的长城，它将世世代代给桃源人

民带来幸福和安宁；护城垸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线，它将给古城秀色增添新的光彩；护城垸是一

座丰碑，它铭刻着工程决策者、设计者和建设者

们的不朽功勋，将永远旌表有功者，启迪后来人。

桃源县护城垸建设的历程是一首雄浑壮阔

的英雄史诗，每一次的重温都使我们激情澎湃，

信心倍增。捧读《桃源县护城垸建设志》，那机器

轰鸣的工地、热火朝天的场面，犹历历在目，令

人振奋不已。于是欣然命笔，成此一篇，以弁

志首。

1999年12月



编 写 说 明

一、本志取事，上起1970年，下至1999年。根据

需要，个别章节适当上溯。

二、本志以类系事，以事立章，全志共11章。

三、本志史料经反复考证，一般不交待出处。需要

交待出处者，或在文中直接交待，或用文中夹注交待，或

用页末注交待。

四、本志中地面高程、水位高程，除注明者外，均

采用吴淞高程。

五、1996年8月，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桃源县护城

垸”易名为‘‘桃源县漳江垸。”

六、本志由高春宏负责总体策划，尹福祥负责终稿

修改。第一章、第三章、第五章、第六章、第八章、第

九章由尹福祥编写，其余由高春宏编写。摄影照片由罗

昌敏提供。

由于编写人员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诚恳
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41"

199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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