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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隧洞掘进

2夯实基础

3送文艺到工地

4开闸放水

5通水剪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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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具5条分干渠、181条支渠的偌大网络体系，控制灌溉面积

64．44万亩，尤引“漳"入“滏"，跨流域年均向邯郸市区工业输水

1亿多立方米，系河北省时下规模最大的山区渠道，对邯郸经济和

社会发展起着“生命线"作用。

跃峰渠流经和输供水的地方，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也是享有盛

誉的钢铁、煤炭生产基地，政治和经济地位十分重要。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曾多次莅临视察，十分关心革

命老区建设，多次作过指示。跃峰渠的兴建就是从根本上改变该地

区生产生活条件、复兴邯郸的一项重大举措。

跃峰渠的建设是一曲“自力更生、战天斗地”的凯歌，是全市

人民血与汗换来的果实。工程始建于“动乱”影响未尽、经济相当

萧条、技术相对落后的七十年代中期，面对一缺资金、二缺物资、

三缺机械设备的严峻挑战，全市人民万众一心，咬紧牙关，奋起而

上，党政军民学总动员，各行各业齐参战。前方参战的五县十万健

儿，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慨，逢山凿路，遇沟架

桥，夜以继日，浴血奋战；后方供给，一切服务于、服从于工地需

要，在当时物资商品相当匮乏的条件下，需之必供，缺之必送；机

关、厂矿、部队、学校分包工程，踊跃参战。经过艰苦卓绝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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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主体工程四年工期一年半完成，创造了我市大型工程建设速度

之最，在我市水利建设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光阴荏苒。时隔二十几年，经管理者精心维护，续建配套，发

展提高，跃峰渠已成为邯郸市区工业用水的“主动脉"和集供水、

灌溉、发电、养鱼等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水利枢纽，走出了一条一业

为主，综合经营，前景无限光明的自我发展之路，为邯郸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作为当年工程的建设者和现任市农

电水利局局长，追想当年十万大军战太行、气壮山河的岁月，顿觉

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喜看今日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蓬勃发展的

事业，深感无比欣慰，豪情倍增o

《跃峰渠志》的出版发行，是我市水利事业的一大喜事。它以

朴实的文字和翔实的资料，全面系统地记载了跃峰渠建设、管理的

战斗历程和其所产生的巨大效益。真实地展示了“战天斗地，艰苦

奋斗，无私奉献，协作攻坚"的跃峰精神，将对推进事业、激励后

人发挥积极的作用。

托我作序，我甚幸喜，欣然命笔，草就此序，并代为致贺。



凡 例

1．指导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全面真实地

反映跃峰渠的历史与现状，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

务o

2．内容编排。首设概述，总摄全志，次为大事记，勾勒历史

脉络，其后依次为：灌区自然条件，工程兴建，灌区工程，电站建

设，灌区管理，灌区水事，灌区效益，科教兴渠，机构人物，施工

纪实，文学艺术，末设附录o

3．时间断限。上限起自1965年，下限断至2000年，个别事

物延至搁笔时o

4．记述原则。横排门类，纵叙史实；采用第三人称，客观公

正记述，除概述略加评点外，其余均述而不论；大事记以编年体为

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5．体例运用。采用章节体，章下设节、目、子目等层次，体

裁采用述、纪、志、传、图、表、录七种形式，以志为主体o

6．记述文体。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行文力求朴实、简练、

流畅o

7．纪年方法。清代以前记年用朝代年号，用汉字书写。中华

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其后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用

公元纪年o

8．数字用法。执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部f-j 1986年

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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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联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o

9．计量单位。采用1984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定计量单位》之规定o

10．人物立传。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立传人物，也只记载其在

跃峰渠施工、管理等方面的业绩。在世英模人物，只作人物简介。

11．资料来源。资料主要来自史籍、档案、图书、报刊和由直

接参加施工、管理人员的回忆及口碑资料。且已多方校核，不再加

注出处o

12．桩号编排。一道引渠起于涉县浊漳天桥断，桩号0+000，

至涉县台庄入清漳(包括汇流渠)，末端桩号20+721o二道引渠起

于涉县白芟村西四里坡，桩号0+000，至白芟东与一道引渠汇合，

末端桩号为4+5500总干渠起于台庄清漳右岸渠首进水闸，桩号O

+000，至武安市淑村镇中流泉村，末端桩号83+6840

13．高程标记。使用黄海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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