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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蒋孔湘

兴修水利是历代治国安邦的一项重要措施，株洲人

民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全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级党委和政

府的关怀和支持下，发扬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

神，水利事业蓬勃发展。从1950年起到1990年止，累计

完成劳动工日48130。66万个，完成土石方45316．86万立

方米，完成国家投资31003．69万元。共建成水库712座，

机电排灌保有量12．1万千瓦，小水电装机9．03万千瓦，

防洪大堤145．39公里，几十年完成的工作量，是几千年

完成的工作总量为所无法比拟的。为抗御水旱灾害，夺取

农业丰收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株洲农村经济的发展举足

轻重。

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水电部关于“水利志、

江河志既是地方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水利

部n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工作"的指示精神，在完成《株洲

市志·农业》水利篇的基础上，勤奋耕耘，连续作战，得

到了省水利水电厅的大力支持和株洲市志办、市农委的

热情帮助和具体指导以及各县、市水利水电局的协作下

撰写而成。

本志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秉



2 序

笔直书，并且按照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制定的《行文通

则》，从不同的侧面对株洲水利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作了翔

实的记述，不失为一部具有存史、资治、教化功能的专业

志。既可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也可

帮助广大水利水电干部进一步了解株洲水利的历史和现

状，从而能更好地处理水利水电工作中妁许多现实问题。

因而，本志对全市水利工作者而言是必不可少的阅读资

料。“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这句话在

今天仍有其一定的现实意义。也是本志追求的一个目标。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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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本志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实事求

是地记述株洲市水利水电事业历史、发展和现状。

二、本志是在完成《株洲市志·农业》水利篇的基础

上，在市水利水电局修志领导小组领导下，蒋孔湘局长亲

自担任总纂，由李生枝主笔(其中第二章第五节“水电工

程”、第三章第五节“水电管理"由蒋万年同志撰写)。在

各县(市)水电局的协作下撰写而成。1994年9月完成初

稿，并邀请市志办、市农委有关领导、行家进行评审，后

又在本系统内征听修改意见，几经修改，1994年10月脱

稿送审，同年12月经市局领导批准付印。本志为株洲市

地方志丛书之一。 ，

三、本志编纂体例和撰写要求均按株洲市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办公室所制定的《行文通则》规定。

四、本志共设“大事记”、“概述“、“水资源”、“水利

建设”、“水利管理”、“防汛防旱"、“水土保持”、“水电科

教"、“机构队伍”等章和附录，共约30余万字。

五、本志记事按19a3年_7月调整后的行政区划范围，

不受历次行政区划变动所限，以求记事完整、始末贯通。

县、市称谓亦按当时建置记述。

六、历史纪年。民国及其以前，均按各个朝代的年纪

夹记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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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编辑说明

七、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按当时通用

的计量单位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按国家法定的

计量单位书写。

八、本志所记时间。上限追本溯源，引用史料，不受

拘束，下限止于1990年，个别重大事件，如防汛、市、县

(郊)局党政领导任职时间，为保持其连续性、完整性，下

延到1994年。所戴党政机关领导人名录到副科级以上实

职。技术职称到中级以上。

九、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省水电厅、株洲市志办、

市农委、市气象局和省水文一队等单位修志同仁的大力

支持，尤其是全市水利系统的各级领导和在水利系统工

作多年的老同志，茶陵县水电局的向仲茂、谷云忠；炎陵

县水电局的万爱华、王锦星、醴陵市水电局晏国铭、瞿澄

仁、凌兰秀；攸县水电局戴友成、蔡万兴；株洲县水电局

周福之；市水电局的邹早鑫、罗正南、袁自强等。为本志

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在此一并示谢意。由于时间仑

促，水平有限，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指正。

编者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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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东汉元兴至建光年间(公元105．--,121)

湖南最早的池、潭。我国造纸术发明人蔡伦(?～121)在耒

阳凿池并在攸县筑潭(见《水经·耒水注》及乾隆攸县志》)。后

人称蔡子池、蔡公潭。据《太平寰宇记》载：池在“故宅旁”，

“故宅在耒阳县西南～里”；潭在“攸县东石牛山下”，且注明为

“造纸取水处”。

明、洪武年间(13s8～ls78)

攸县赵世曼(字丁二)倡修赵家陂，后改王赵陂，灌田万余

亩。

明、永乐+二年(1414)

云南布攻使何楚英(攸县何家垄人)辞官回乡，倡修河滩陂，

灌田数干亩。何自任陂长。

明、正统元年(14se)

茶陵大旱。知县(浙江人)劝谕富民募谷5000余石(每石为

60公斤)赈济贫民，并奏减田租。

明、世宗嘉靖11年(15S2)

攸县四月大水，坏屋田舍、溺男女无数。



2 大事记

明、世宗嘉靖23年(1544)

湖南大旱，醴陵、酃县均属大旱。自九月～十一月不雨。

明、万历四年(1576)

攸县清查田地入丁，原有承赋田土35万亩，人丁5200。清查

后，实有田、土、塘75万多亩，人丁16900多。

明、万历九年(1581)

清丈全国田土，醴陵综计田55．37万亩，地2．54万亩，塘

5．73万亩；茶陵境内有塘3．08万亩，其中灌田的荫塘2．37万亩，

占水田面积的8％。

明、万历十四年(1586)

湖南大水。攸县山洪暴发，坏田数千亩，毁房3000余栋。

明、崇桢十六年(1643)

醴陵大旱。井泉尽绝，饥荒加疾病，死尸载道。茶陵夏秋百

日无雨，多成赤地，饥疫死者甚众。

清、顺治四年(1s47)

湖南大水。醴陵正月～六月霪雨，疫病流行，斗米千钱。茶

陵大水，饥荒，米价昂贵，斗米银六钱，民食树叶，草根，饿殍

载途，群虎白昼吃人。

清、顺治+三年(1656)

茶陵闰五月十二日，大水冲垮城墙，淹殁42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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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顺治十八年(1861)

醴陵五月大水。漂没居民房屋数百所，渌江桥被冲坏。

1清、乾隆七年(1742)

醴陵六月大水。铁河上游的攸县、萍乡诸水，一夕暴涨，冲

坏淹没沿河田土及房屋，报长沙府勘灾：水冲石压田1．58万亩，

其中不能垦复者405亩；冲倒瓦屋1540间、茅屋1762间；压死

大男2名。攸县六月十五日骤雨不止，是夜大水暴至，民载舟入

市，环城内外，房屋淹没无数，各乡田宅冲破更多。茶陵水灾，城

墙倒塌过半，失额田地2295亩，免额粮267石。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

攸县五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连续大雨，山洪暴发，攸水两

岸的田地房屋多被冲毁，城内街道水深丈余。

清、嘉庆+三年(1808)

攸县贡生胡祖定等倡首将盘陂(今钟佳桥乡盘陂村)改筑成

石陂，用银500余两。

清、嘉庆十四年(1809)

6月，茶陵大雨如注，水涨2丈，大水入城，城墙缺裂40余

处；紫微l'-i#l"，地陷城湖，房屋倒榻过半，淹殁290余人；仓谷

漂流街头，损坏十之五六。茶陵大水，i_j|{河横流，泛入攸县，其

害不减于甲辰(1784)年。六月大雨如注，山水骤发，水涌入城，

猝不及防，淹死290余人，沿河田土多被冲毁，灾情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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