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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余县是我国东北地区建置较早的古老县份之一。据考古证明，自有人类

活动与生存。迄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扶余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兴修水利、改造山河，取得了史

无前例的巨大成就，谱写了扶余县水利史的新篇章。把全县一百多年以来的水

旱史，尤其是建国后三十六年来的水利建设实践如实地记载下来，不仅能够为

而今、而后的水利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也是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财

富。 ．

在中共扶余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省、地水利史志编审委员会和

县地方志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下，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

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实事求是和

详今略古的原则，力求达到朴实、严谨，资料翔实，体例合理，观点正确，文

风规范端正，特别是在政治观点上要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基本路线；

力求使我们编修的志书，能够更好的体现时代特点与扶余特点。为此，我们用

了四年多的时间，搜集、整理、核实资料，反复编纂、修改，于1987年10月

上旬完成了{：扶余县水利志》(初稿)，油印装订成册后，即送呈省、地、县有

关领导和修志同行们，敬请赐教。同年10月下旬，白城地区水利志稿第一次评

议会上予以评议。与会的省、地、县有关领导，各县水利志主编，主笔和特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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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付梓出版，是扶余水利史上的一件大事。作为曾在水

战士，我深感欣慰l

扶余三面被江河环绕，受地理、、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历史上水旱灾害频繁

发生，，严重妨碍了人民生产、生活的发展与稳定。 ：’‘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全县人民开展了征服自然，改造自然

的伟大斗争。除洪害，兴水利，战风沙，抗干旱，开辟了发展水利事业的新纪

元。

四十年来，经过全县人民的艰苦努力，终于建起了较为完整而又具备一定

规模的防洪、治涝工程体系；提引地下水、调引江河水灌溉的能力不断增强；水

土保持、城乡供水-防病改水等工作，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党的十

二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政策的鼓舞和推动下，扶余的水利事业有了更快的发展，

发挥着越来越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诚然，在肯定四十年来水利建设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决不能忘记过去

的失误和教训。希望通过阅读这部志书，能够发人深省，使之真正起到“资政、

教化、存史”的作用。

把我市一百多年以来的水旱史、治水活动，尤其是建国以来的水利实践真

．实地记载下来，编入史册，‘为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确实是件光荣而

艰巨的事。为此，水利史志办公室担任主编、主笔以及其他工作的同志们，是

付出了辛勤劳动的。同时，由于多种原因，书中的遗漏、谬误之处，也是不可

避免的。希望在这部志书出版后，能广泛征求、听取读者特别是专家、学者的

批评意见，以纠谬补阙，使之臻于完美。

梁喜望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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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序作者简介

梁喜望系辽宁省锦县人。1963年，沈阳水利水电学院毕业后分

配到扶余县水利局工作，历任技术员、工程组组长、副局长等职。1982

年，晋升为水利工程师。1983年10月以后，升任扶余县代理县长、县

长，1987年县改市后任扶余市市长。1989年任中共扶余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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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上限为清咸丰六年(1856年)，下限至1985年。本着略古详今的

原则，取事重点放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二、对于本县疆域变迁及历史沿革，在概述中记述的较为翔实、全面，正

文中凡须记述之处，皆简要记之，以避免过多重复。

三、本志引用的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资料，主要来自吉林、辽

宁、黑龙江省及长春、沈阳、大连、哈尔滨市档案馆、图书馆；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主要来自县档案馆、县水利勘测设计队资料室。另一部分是民间口

碑及调查材料等。引用的文献资料，均在文字记述中作了注明。

四、历史纪年，辛亥革命前，一律使用朝代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如清咸

丰六年(1856)；辛亥革命后，一律使用公元纪年，括注朝代、国号纪年。如1912

年(中华民国元年)。

五、解放时期，指1945年8月15日东北光复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这一时期。
‘

六、本志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官职、一般按届时称谓。

七、各个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及地域名称，均沿用旧名，必须处加注今

名。
‘

八、本志地面高程采用黄海高程，计量采用公制。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各种数据，均取自旧档案、旧志书，遇有记

载不一，则取其中较为合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数据，主要以县统计

局、县水利局记载为准。

十、本志正文十篇，三十四章，九十六节。另附<大事记》、《附录》。采用

横排竖写的形式和编年体例记述。随文配以必要的图、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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