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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局长邢宝顺

<于洪区水利志>现已出版发行。这是我区有史以来记述农田水利事业发

展的第一部水利专业志书。为于洪区水利事业“盛世修志”拓开新篇。此篇坚

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以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和十二大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通过详实记述，再

现了于洪区水利事业近百年以来的兴衰起伏。充分表现了在新中国成立后，

尤其是从于洪区建区后，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于洪区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艰苦奋斗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她将激励全区人民更

加热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加热爱社会主义制度，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可

以说，<于洪区水利志>是一部较好的乡土教材。

“前世不忘后世之师”。本志书以实事求是为原则．，通过大量的实际数字，

详细记述了本区自然地理面貌和水利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包括治水经验和

教训，实为宝贵财富。尤其处于国家改革开放大潮之当今时代，对如何更大规

模振兴水利、根除水患、进一步发展水利事业，正确认识和改进水利工作，清醒

头脑，激励今人，启发后人，古为今用，开拓前进，意义深远。因此，它又是一部

具体存史、资政的专业志书。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也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通过本志书对本区水利

事业发展的详实记述，不断总结经验，不但对拓开农业的发展很有意义，而且

对全区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向更高层次的大幅度发展，将会起到更加深远的包

含教化特性的历史作用。

于洪区原本是一块沃土。但是，因为旧中国的黑暗，使之长期处于“天遇

暴雨漫地横流，洪涝成灾民不聊生”的情景之中。历尽沧桑，水利工程则一贫

如洗。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洪人民经过41年的艰苦奋斗，采取

了筑堤引洪、挖沟排涝、修渠灌田等很多措施，终将把水害变成了水利。目前，

过境浑河接近30—5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蒲河接近2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九

龙河也已达到10年一遇的防洪排涝标准。全区46万亩易涝耕地，不但已经

全部得到治理，而且，已接近十年一遇的治涝标准。发展水浇地实际灌溉面积

l l



已达42．16万亩。现在是：“天遇暴雨人不慌，引洪除涝各有方，五谷丰登年年

旺，人民生活乐安康”。古来人们恐水、怕水、弃水的悲惨情景，已荡然无存。

现今人们喜水、亲水、利用水的满园春色，已历历在目。

翻身不忘共产党，吃水不忘打井人。于洪区水利事业的如此发展，首先是

因为有中国共产党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再者，绝不可忘记那些曾用满腔

热血和宝贵青春为之拼博奋斗的新老水利工作者们。全志书字里行间无不饱

含着他们的心血和业绩。从而，深深有感于后来人，正接过先辈的事业，以更

昂扬的气魄再攀高峰。

纵观全书，纲目分明、条理清楚，内容丰富翔实、叙述详略得体，观点鲜明、

语言简练，文笔流畅、文图并茂。具有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融一体的特

点。在编纂过程中，编志人员克服了人员少、任务重、资料散、难搜集等很多困

难，广积博采、反复核实，方经一番苦心，编纂成书。但由于编志水平有限，加

之资料不足，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名称。

七、对专有名词的简化用法，如：于洪区农副业生产管理局、于洪区水电管

理局、X X X革命委员会、于洪区人民委员会、于洪区农业委员会、于洪区计划

经济委员会、于洪区编制委员会、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沈阳市光辉畜牧

农场等，分别简化为区农副局、区水电局、X X X革委会、区人委、区农委、区计

经委、区编委、省马三家教养院、市光辉农场等。

八、本志书对数字记述，除词组、用语、专有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用

汉字小写体外，关于数量记述，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九、计量均用公制表示。如：长度单位用厘米、米、公里；面积单位用平方

厘米、平方米、平方公里、亩、万亩等；重量单位用公斤、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的投资金额，__律采用现行人民币值元和万元记述。

十、本志引用资料，大部分源于区档案馆和区水利局档案室资料，其它部

分源于省、市和皇姑、铁西两区档案馆资料，以及有关旧志、报刊、专著、还参考

了相邻两县新民和辽中的水利志稿，本区地方志及区下属16个乡镇地方志、

以及当事老人的口碑资料。采用时，均做了多次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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