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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肥西县政协主席 解正连

我生长在肥西，长期工作在肥西，看了《肥西县水利志》后，如同又回

到当年治水的情景中，感到分外亲切，格外高兴。情不自禁，略写数语为序。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繁衍的极为重要的资源，兴修水利是历代治国安邦

的大计。肥西将军岭上的“曹操河"，据《史记·河渠书》记载，早在战国

时期，即在此挖过“鸿沟’’，沟通江淮。巢湖圩田，《宋史》就有记载。清

嘉庆《合肥县志》记载的名塘古堰，今在肥西境内的就有30多座。说明肥西

治水历史悠久，且有成就。但是治水规模之大，成效之好，还在当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水利。1950年毛主

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1958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

副主席朱德先后来肥西视察访问水利工地。党和政府兴办水利，发展农业的

决策，鼓舞了本县广大人民群众。无论是开展合作兴修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还是全县协作开发淠河灌区，治理湖、河洪涝的大规模水利建设，他们召之

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困难时期，

正当淠河灌区工程开工，千千万万的民工和各方面来支援水利建设的人们，

自带行李、工具、粮草，以步当车，从四面八方奔向工地。他们住工棚、睡

地铺、口粮不足瓜菜代，勒紧腰带照常出勤。在挖土开石的攻坚战中，手足

胼胝，坚持作业，‘在排险除障中，知难而上，奋不顾身，甚至献出了自己宝

贵的生命。正是这些可教可爱的劳动人民，改造了肥西的山山水水，绘出了

今天淠河和巢湖两大灌区的壮丽蓝图，使肥西大地春满田畴。

事业在前进，水利要发展，让我们继承前人的治水业绩，再谱新篇·

1991年3月



序 ’二

肥西县副县长武克宽

《肥西县水利志》，作为肥西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世，是我县水利事业中的一件大事，我表示热烈祝贺

肥西地跨江淮，岗冲起伏，极易干旱，东濒巢湖

千百年来，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水利工程简陋，抗

人民贫困。旧史志中记载“大旱饥，人相食”， “米

屡见不鲜o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肥西人民在共

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创了团结治水的新纪元

．阵阵人群，声声号角，筑塘坝，建水库，疏河道，修

翻岗过水架电线，发扬“愚公"精种，年年“挖山”

在广阔丘陵地区建成了大型工程——淠河引水灌区，

“长藤结瓜力式的灌溉网络。在县东南圩区，治理后

河(下段)和建成的大小电力排灌系统，改变了“大水

的面貌。1984年全县粮食总产逾50万吨，相当于1949年的3．6倍。《水利志》

系统地叙述了人民治水的巨大成就和丰富经验，也如实地反映了水利建设中

一些急躁冒进的教训和忽视管理的失误。秉笔直书，不失为信史。

肥西是国家商品粮基地县，又为省城郊县，水利兴修任务更加繁重，我

们必须加强肥西的水利领导，以志为鉴，坚持群众路线，深化改革，提高水

利效益，使水利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为全社会服务·

199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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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西县水利局局长张廉泉

《肥西县水利志》从初写到定稿，我始终在水利局任职，深为进行此项

事业而荣幸，盼望能早日看到我们自己编写的第一部《水利志》。

肥西古为成德、合肥二县地，后属合肥县，1948年底析合肥县西南部置

县。新中国建立后的40多年来，中共肥西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以驾驭自然、改

造山河的气魄，在前人治水的基础上，冲破小农经济的束缚，统一规划，组

织协作，带领人民开展有计划有步骤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建水库，治河道，

西引淠河源，东提巢湖水，使全县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除害兴利的治水成就，是历代无可比拟的。

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现在编修水利志更是一件有利于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大亨。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各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

和修志专家、学者们的指导下，县水利志编纂人员笔耕数年，终于完成了20

万言的著述，诚属可庆可喜。在此，我谨向为编纂《肥西县水利志》作出贡

献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l

《肥西县水利志》为各级领导干部提供了治水的决策依据，为科研人员

提供了基本资料，为教育文化工作者提供了乡土教材，为水利管理人员提供

了借鉴，为各行各业提供了水利咨询。《肥西县水利志》难免有不妥之处，

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愿在以后续修的《肥西县水利志》中，看到肥西人民治水的更大进步，

肥西大地更新的面貌o

199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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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5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进行资料

采编，以期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详今略古反映肥西水利的历史与现状，编纂重点放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后即建县以来的36年(1949～1985年)。突出肥西地处江淮丘陵以弓l

水灌溉为主，兼顾防洪除涝的治水特点。

三、本志上限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为1985年，鉴于成志历时较久，

为简记此间发生的事物，《附录》和图片，部份下延至搁笔的1992年。

四、本志采用章、节体，以志，记，传、图、表几种形式表达，以志为

主。《概述》，《大事记》及分述中《水旱灾害》的叙述以时为序，其他各

章节均采取亨以类从，横排竖写。

五、本志资料主要采自县水利局专业档案和当事人知情人的口碑，以及

各级档案馆、图书馆的文书、报刊，史志。

六、耕地一般用政府部门的“统计亩"，《水利规划》章用“计算亩’，

(面积667平方米，约合统计亩的66％)。海拔高程，淠河灌区和江淮分水岭以

北用废黄河基面，其它用吴淞基面。

七，记述范围，历史和现状一般以当时县辖的政区为限，在表明可比性

数字时，剔除划出地区，以现辖地区为准。志中简称的“新中国"、“建国矽，

均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省委矽，“地(市)委矽、 “县委”，均指中国共产

党省、地、县委，社，队指人民会社、生产大队，相当于现在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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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7肥西县位于安徽省中部。东临巢湖、合肥市，南隔丰乐河与舒城、庐江

县相望，西接六安县，北邻长丰及寿县。总面积2168平方公里(另有巢湖水

域100平方公里)，地面高程15米以上的低山丘陵占91．2％，15米以下的圩畈

占8．8％。境内最高点是西部口．淮分水岭大潜山289米，最低点是东部沿湖的

滨湖联圩7米。全县辖7区8镇(其中6个乡级镇)44个乡，人口84．56万(其中非

农业人口6．42万)，耕地110．6万亩。1983年列为国家商品粮基地县。

。 肥西汉为成德、合肥二县地。晋废成德，全属合肥县，隶于淮南郡。隋

唐以后，合肥县属庐州。1948年12月析合肥县西南部置县。1949年5月，属巢

湖专区。1952年2月改属六安专区。1958年9月划归合肥市。1961年4月，重回

六安专区。1964年划出岗集区入新置长丰县。1983年7月，肥西复属合肥市o

． 肥西属合肥盆地南缘，广为第四纪松散堆积物覆盖。在中西部大潜山区

有较多的基岩出露，全境除有极少前震旦系变质岩系外，，皆为中新生代陆柜

地层。县内断裂构造不甚发育。近东西向之肥中深断裂和北北东向的郯庐深

断裂，分别从县境北，东外侧通过。县内最重要的断裂有蜀山断裂(江夏——

五十里小庙一带)和六安深断裂(防虎山南麓——董岗一带)，都是近东西向伸

延出境，隐伏于第四系之下，1954年6月17日，防虎山以北发生5．25级地震。

肥西岗冲起伏，江淮分水岭横贯县境西北，分水岭以北为淮河流域，地

势向西北倾斜，占全县面积的四分之一，分水岭以南为长江流域，地势向东

南倾斜。县境长江水系有南淝河，派河、蒋口河，杭埠河，丰乐河，流入巢

湖，淮河水系有东淝河主、支流的王桥小河、天河、金河。巢湖及其支流下游

由于巢湖闸的控制，水位比较稳定，水源常年可用，其余均为季节性河流。

肥西年平均降水量979．6毫米，多集中在6，7、8---"个月。年内分配不均，

年际变化亦大。年降水量最大为195,1年1578．4毫米(桃溪站)，最小为1978年

468．8毫米(将军岭站)。年平均气温15．5。C，最高1961年16．6。C，最低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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