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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一)本志为《南阳地方志》的部门志之一，上限起自有文字记载的古代，下限断

至1985年，个别资料引用到1988年。
”

(二)全志共8篇，儿7节、54万字。另有分志6篇，40万字。

(三)本志资料采自《尚书))、《二t四史))、“宋会要稿》、《明实录》、《清

史稿》、《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邓州志》、唐河、新野、桐柏、内乡、镇平、

南阳、南召、方城等县志、《水经注校》、《水经注碑录》，《读史方舆纪要》、《禹

贡锥指》、《行水金鉴》、 《农书》、 《农政全书》、《续资治通鉴御批历代通鉴辑

览》、《博物志))、’《风俗通》、《山海经》、《元和郡县志》、《东观汉记))、《荆

州记》、《春秋说辞》、《中国水利史稿》、《中华水利史》、“中国历史天．灾人祸

表》、《河南水灾实录》、《中国科学技术史》、《养鱼经》、《中国历史地图集》、

《长江水利史略》、《河南省水利史料》、 《河南省历代大水大早年表》、 《南阳地

区历史时期气候资料》、《解放后调查洪水整编成果》、南阳地委档案局和地区水利

局、各县水利局有关档案，所用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但均经核实。

(四)本志一般以公元纪年，1949年以前加注历朝帝号或民国纪年，公元纪年用阿

拉伯字码。

(五)本志行文中所用简称，列举如下：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或“建国后"。1948年11月国民

党王凌云弃南阳城逃走，简称“解放前"或“解放后”。

2．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简称“省委"。中国共产党南阳地区委员会简称“地

委”，各县市委员会简称“县委"、“市委"。

3． 河南省人民政府和人民委员会简称“省政府妙和“省人委”，各县(市)人

民政府和人民委员会简称“县政府”和“县人委’’，河南省水利厅简称“省厅"或“省

水利厅"；南阳地区水利局简称“本局”。

4． 水利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简称“淮

委’’；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

(六)各个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及地域名称，均沿用旧名，并加注今名。

(七)本志记述地域范围：南召、方城、西峡、浙川、内乡、邓县、南阳、镇平、

唐河、社旗、新野，桐柏等十二县及南阳市所辖乡、村的各项水利工程。

(八)本志计量单位，除引用原文外，一般采用公制，个别的则依现行惯例，如亩

产、公斤、公里等，海拔高程采用黄海高程及吴淞高程。

(九)本志文中数字表达，文字表达采用汉字，计量采用阿拉伯字码，五位以上除

；辐；F；～

馘筮譬置易幽置露缓_易绷_-●曩簟簟■■■-■■

。



确坍数外，均采用“万”为单位，九位以上数字以“亿"为单位。不采用三位分节法，小
●’

数点以下取两位。

(十)大中型水库工程，坝址不在南阳地区但淹没区在本地区的丹江口水库、孤石滩

水库，只记述淹没和移民。湖北省的清泉沟引丹工程，渠首在本地区的，只记述两省协议。

(十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勘探队、河南省水利厅勘测队，河南省地质局水文地

质队在南阳地区所作的大量工作和成果。未单独系统记述。

(十二)本志引用的古文献、’古地名、古人名用繁体字外，一般采用简体汉字，加

注标点，以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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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自然地理概况
●

第一章地质概况⋯⋯⋯⋯⋯⋯⋯⋯⋯⋯⋯⋯⋯⋯”-⋯⋯⋯⋯⋯⋯“⋯⋯⋯”一”33

第一节地形与地貌⋯⋯⋯⋯⋯⋯⋯⋯⋯⋯⋯”-⋯⋯⋯⋯⋯⋯””～⋯．．一”33

第二节地层岩性⋯⋯⋯⋯⋯⋯⋯⋯⋯⋯⋯⋯⋯⋯⋯⋯⋯⋯⋯⋯⋯⋯⋯··-”33

第三节 地质构造和地震⋯⋯⋯⋯⋯⋯⋯⋯⋯⋯⋯⋯⋯⋯⋯⋯·⋯⋯⋯一⋯·34
第二章河流水系⋯·?⋯⋯⋯⋯⋯⋯⋯⋯⋯⋯⋯⋯⋯⋯⋯⋯⋯⋯⋯⋯⋯⋯⋯·?一”36

第一节汉水⋯⋯⋯⋯⋯⋯·一⋯⋯·⋯⋯⋯⋯⋯⋯⋯⋯一?⋯⋯”-⋯””-⋯·36

第二节淮河⋯⋯⋯⋯⋯⋯⋯⋯·⋯⋯⋯⋯·⋯⋯⋯⋯⋯⋯⋯⋯⋯⋯⋯⋯⋯⋯39

第三章水资源⋯⋯⋯⋯⋯⋯⋯⋯⋯⋯⋯⋯⋯⋯⋯⋯”⋯··-⋯··”-⋯””一””“43

第一节．水资源要素⋯⋯⋯⋯⋯⋯⋯⋯⋯⋯⋯⋯⋯⋯⋯⋯⋯⋯⋯”一⋯一一一43

第二节水资源量⋯⋯⋯⋯⋯⋯⋯⋯⋯⋯⋯⋯⋯⋯⋯⋯⋯⋯⋯⋯·⋯⋯··⋯·45
第三节开发利用⋯⋯⋯⋯⋯⋯⋯⋯⋯”-⋯⋯⋯”⋯⋯⋯⋯⋯⋯··．．j⋯···一··45

第四章水力资源⋯⋯⋯⋯⋯⋯⋯“⋯⋯⋯··一⋯⋯⋯”⋯⋯⋯⋯⋯⋯．．．⋯⋯“一··47

第一节蕴藏量⋯⋯⋯⋯·⋯⋯⋯⋯⋯⋯⋯⋯⋯⋯⋯⋯⋯⋯⋯⋯”··一⋯一一一47

第二节可开发量⋯⋯⋯⋯⋯⋯⋯⋯⋯”一⋯⋯⋯”⋯⋯⋯一⋯⋯一⋯⋯”··⋯47

第五章水资源污染⋯⋯⋯⋯⋯⋯⋯⋯⋯⋯··-⋯⋯⋯⋯⋯⋯⋯⋯⋯⋯⋯⋯”··一”50

， 第一节污染及污染源⋯⋯⋯⋯⋯⋯⋯”-⋯⋯⋯⋯⋯⋯⋯⋯⋯“”⋯⋯⋯”50
第二节保护机构与监测网⋯⋯⋯⋯⋯⋯⋯⋯⋯⋯·：⋯⋯⋯⋯⋯⋯⋯⋯···-”52

第二篇 水旱灾害、．防汛抗旱

第一章水灾⋯⋯⋯⋯⋯⋯⋯⋯⋯⋯⋯⋯⋯⋯⋯⋯⋯⋯⋯⋯⋯⋯⋯⋯⋯⋯⋯⋯··53
第一节特大水灾(公元前2297～公元1948年)⋯⋯⋯⋯⋯⋯⋯”一⋯⋯一”53



第二节大水灾(公元前185～公元1948年)⋯⋯⋯⋯⋯⋯⋯⋯··-⋯”··-”54

第三节当代大水灾(1949～1085年)⋯⋯⋯⋯⋯⋯⋯⋯⋯⋯⋯··-⋯””-”58

第二章 旱灾⋯⋯⋯⋯⋯⋯⋯”-⋯·一⋯⋯-一⋯⋯⋯⋯⋯⋯⋯⋯⋯””-⋯⋯⋯·61
第一节 特大旱灾(公元前1763～公元1948年)⋯⋯⋯⋯⋯⋯一”一⋯⋯·-”6l

第二节大旱灾(公元18～1948年)⋯⋯⋯⋯⋯⋯⋯⋯⋯⋯⋯⋯⋯⋯⋯··一”62

’第三节当代大旱灾(1949～1985年)⋯⋯⋯⋯⋯⋯⋯⋯⋯⋯⋯”一⋯··”-”64

第三章 “75．8"暴雨洪水⋯⋯⋯⋯⋯⋯”一⋯··⋯⋯””·⋯”···⋯⋯一⋯⋯”66

第四章防汛抗旱⋯⋯⋯⋯⋯⋯⋯⋯⋯⋯⋯⋯⋯⋯⋯⋯⋯⋯⋯⋯⋯⋯⋯⋯⋯··一”73

第一节组织领导、物资、政策法令⋯⋯⋯⋯⋯⋯⋯”-⋯“”一⋯⋯一⋯⋯”73

第二节通讯建设⋯⋯”一⋯”⋯⋯⋯⋯⋯⋯“一⋯⋯⋯⋯⋯⋯⋯⋯⋯⋯⋯⋯”75

第三节 当代重大抗洪抗旱⋯⋯⋯⋯⋯⋯⋯⋯⋯⋯⋯．．．⋯⋯⋯⋯”n⋯⋯·-”77

第三篇 古、近代南阳水利概况

第一章古代水利工程⋯⋯⋯⋯⋯⋯⋯⋯⋯⋯⋯”一⋯⋯·～⋯⋯⋯⋯⋯一⋯⋯⋯”89

第一节楚碣⋯⋯⋯⋯⋯⋯⋯⋯⋯⋯⋯一⋯⋯⋯⋯⋯⋯⋯⋯⋯⋯··一⋯”“⋯90

第二节六门堰、钳卢陂⋯⋯⋯⋯⋯”一⋯⋯一⋯⋯⋯⋯⋯⋯⋯⋯⋯⋯⋯⋯90

第三节’召渠——溧河⋯⋯⋯⋯⋯⋯⋯⋯⋯··一⋯⋯⋯⋯⋯⋯⋯⋯⋯⋯⋯⋯·92
第四节樊氏陂⋯⋯⋯⋯⋯⋯⋯··一⋯⋯·-··”一⋯⋯⋯⋯⋯⋯⋯⋯⋯⋯⋯-”93
第五节汉·水排⋯⋯⋯⋯⋯⋯⋯⋯⋯⋯⋯⋯⋯⋯⋯⋯⋯⋯⋯⋯⋯⋯⋯⋯⋯94

第六节古堰陂⋯⋯⋯⋯”一”””⋯⋯⋯⋯⋯⋯⋯·⋯⋯⋯⋯⋯””一～”⋯一”94

第七节始皇沟—_襄汉漕渠中段⋯⋯⋯⋯⋯”-··⋯⋯⋯·一⋯⋯·一⋯⋯·-”96

第八节宋代水利工程⋯⋯．．．⋯⋯⋯⋯⋯⋯⋯⋯⋯⋯⋯⋯_⋯⋯”一⋯·i”-”98

第九节古泉水⋯⋯⋯⋯⋯⋯⋯⋯⋯⋯⋯⋯⋯⋯⋯⋯⋯⋯⋯⋯⋯”～⋯一⋯”99

第二章近代水利工程⋯⋯⋯”-⋯⋯⋯⋯⋯·一⋯⋯⋯⋯⋯⋯⋯⋯⋯”··P⋯”··-”10l

第一节石龙堰⋯⋯⋯⋯··一⋯⋯⋯“⋯··-⋯“··-⋯””-⋯”·一⋯”··-⋯⋯”101

第二节湍惠渠⋯⋯⋯⋯⋯⋯⋯⋯⋯⋯··一⋯⋯⋯⋯⋯⋯⋯⋯⋯····一．．⋯··-”102

’第三节白惠渠⋯⋯⋯⋯·⋯⋯⋯⋯·⋯⋯⋯⋯⋯⋯⋯⋯⋯⋯⋯⋯”一⋯””-”103
第四节土山渠⋯⋯⋯⋯⋯⋯⋯⋯⋯⋯⋯⋯⋯⋯⋯⋯⋯⋯⋯⋯⋯·⋯⋯···-”103
第五节宛西治河⋯⋯⋯⋯⋯⋯⋯⋯⋯⋯⋯⋯⋯⋯⋯⋯⋯⋯⋯⋯·，一⋯⋯·一”103

第三章淮源⋯⋯⋯⋯⋯⋯⋯⋯⋯⋯⋯⋯⋯⋯⋯⋯⋯⋯⋯⋯⋯⋯⋯⋯”-⋯“”～·107

第四篇 当代水利建设(1949～1985年) ．

‘

第一章方针政策⋯⋯⋯⋯⋯⋯⋯⋯··一⋯⋯·一”⋯⋯⋯⋯⋯⋯⋯⋯⋯··-⋯”·⋯·109
第一节1949～1957年⋯⋯⋯⋯～⋯⋯⋯⋯⋯⋯⋯⋯⋯⋯⋯⋯⋯一⋯⋯··一“109

-2 。



第二节1958～1966年⋯⋯⋯⋯·一⋯⋯·一⋯⋯一⋯·一⋯⋯⋯⋯””一⋯””-一109

第三节1967～1976年⋯⋯⋯⋯⋯⋯⋯⋯⋯⋯⋯⋯··一⋯⋯⋯⋯⋯⋯⋯“··-”110

第四节1977～1985年⋯⋯⋯⋯⋯·”⋯⋯⋯·一⋯⋯⋯⋯⋯⋯⋯⋯·”⋯····-一110

第二章防洪规划及河道整治⋯⋯⋯⋯⋯⋯⋯⋯⋯⋯⋯·一⋯⋯⋯⋯””一⋯”··-一112

第一节防洪规划⋯⋯⋯⋯⋯”～⋯·⋯”一⋯一⋯⋯⋯⋯····-⋯”··-⋯”··-”“2

。第二节河道整治⋯⋯⋯⋯⋯⋯⋯⋯⋯·一⋯·⋯⋯·⋯⋯⋯⋯⋯⋯··一⋯”·一”115

第三章大型水库及大型灌区⋯⋯一⋯⋯⋯⋯一⋯⋯⋯⋯⋯⋯⋯⋯⋯··”-⋯····一”118

第一节鸭河口水利枢纽⋯⋯⋯⋯⋯⋯·～···一⋯”⋯⋯⋯⋯⋯⋯⋯⋯⋯一一”118

第二节鸭河口灌区⋯⋯⋯⋯⋯·⋯”⋯⋯⋯⋯⋯⋯⋯⋯⋯⋯⋯⋯⋯⋯⋯··-一120

第三节-引丹灌区⋯⋯⋯-·一⋯⋯一”·～⋯⋯⋯⋯⋯⋯一⋯⋯⋯⋯⋯⋯··”-“122

第四节宋岗电灌站⋯⋯·一一·一～⋯”··--⋯⋯⋯⋯⋯⋯⋯⋯⋯···”⋯”·一”124

第四章中小型水库及万亩灌区⋯⋯⋯⋯⋯”～⋯”一”—“”一⋯⋯⋯”-⋯一··-一127

第一节中型水库⋯⋯⋯⋯⋯⋯⋯⋯⋯⋯⋯⋯⋯⋯⋯⋯⋯一⋯⋯”·一⋯“”一一127

第二节小型水库⋯⋯⋯⋯⋯⋯⋯⋯⋯⋯⋯⋯⋯⋯⋯⋯。^—⋯⋯⋯⋯⋯·一一135

第三节万亩灌区⋯⋯⋯⋯⋯⋯⋯⋯⋯⋯⋯⋯⋯⋯⋯⋯⋯⋯⋯⋯，⋯⋯”·一一193

第五章水力发电⋯⋯⋯⋯⋯⋯⋯⋯⋯⋯·⋯⋯⋯⋯⋯”⋯⋯⋯⋯⋯⋯⋯⋯⋯”-一265

第一节发展概况⋯⋯⋯⋯⋯⋯⋯⋯⋯⋯⋯⋯⋯⋯⋯⋯⋯⋯⋯·一·一⋯··”·一265

第二节水力资源的开发⋯⋯⋯⋯⋯⋯⋯⋯⋯⋯⋯⋯⋯⋯⋯⋯⋯”·⋯····-一267

第六章农田水利·⋯“～⋯·一—⋯⋯⋯⋯⋯⋯⋯⋯⋯⋯⋯?⋯⋯⋯⋯··一⋯一·一”27l

第一节地下水灌溉⋯⋯⋯一·一⋯n～⋯⋯⋯⋯⋯⋯⋯⋯⋯⋯⋯”-⋯···一“271

第二节自流灌溉⋯⋯⋯·一⋯⋯⋯⋯⋯”一··炯一一⋯⋯⋯⋯⋯⋯”一⋯⋯·一“290

第三节机电灌溉⋯⋯⋯⋯⋯⋯⋯⋯⋯⋯⋯⋯⋯⋯一一“‘u—籼⋯”·一⋯⋯·～·293

第四节灌溉技术⋯⋯．．．⋯⋯⋯⋯⋯⋯⋯⋯⋯⋯⋯⋯⋯⋯⋯一“一·一一·””-”296

第七章水土保持⋯⋯⋯⋯⋯⋯⋯⋯⋯⋯⋯⋯⋯⋯⋯⋯⋯⋯⋯·．h⋯”·一⋯”··-”303

第一节水土流失⋯⋯⋯⋯⋯⋯⋯⋯⋯⋯⋯⋯⋯⋯⋯⋯⋯⋯⋯⋯·一⋯··”-”303

第二节水土保持⋯⋯⋯⋯⋯⋯⋯⋯⋯⋯⋯⋯⋯⋯⋯⋯⋯⋯⋯⋯·一⋯”··-”304

第三节解决人畜吃水困难⋯⋯⋯⋯⋯⋯⋯⋯⋯⋯⋯⋯⋯⋯⋯⋯··-⋯··”-”306

第四节地方病和改水⋯⋯⋯⋯⋯⋯⋯⋯⋯⋯⋯⋯⋯⋯⋯⋯⋯⋯”-”⋯⋯··309

第八章除涝治浸⋯⋯⋯⋯⋯⋯⋯⋯⋯⋯”一⋯⋯⋯⋯⋯⋯⋯⋯⋯⋯⋯一⋯”···”313

第一节低洼易涝地⋯⋯⋯⋯⋯⋯⋯⋯⋯⋯⋯⋯⋯⋯⋯⋯⋯⋯⋯··一⋯”··-”313

第二节治理⋯⋯～⋯⋯⋯⋯⋯⋯⋯⋯·?一⋯⋯⋯”⋯⋯⋯⋯⋯⋯·一⋯”··一”316

第三节典型涝区⋯⋯⋯⋯⋯⋯⋯⋯⋯·⋯⋯⋯⋯j⋯⋯⋯⋯⋯⋯·”-⋯””-一317

第四节除涝协议⋯⋯⋯⋯⋯⋯⋯⋯⋯··-”··”⋯⋯⋯⋯··⋯⋯⋯⋯⋯⋯”一“319

第九章物资供应m⋯⋯⋯⋯⋯⋯⋯⋯⋯⋯⋯⋯⋯⋯⋯⋯⋯⋯⋯⋯⋯··一⋯”·一一320

第一节建材供应⋯⋯⋯⋯⋯⋯⋯⋯⋯⋯⋯⋯⋯⋯⋯⋯⋯⋯⋯⋯··一⋯····一”320

第二节水利机械的采购与供应⋯⋯⋯⋯⋯⋯⋯⋯⋯⋯⋯⋯⋯⋯··-⋯····-一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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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f

第三节调运与管理⋯⋯⋯⋯⋯⋯⋯⋯⋯⋯⋯⋯⋯⋯⋯⋯⋯⋯⋯⋯⋯⋯”-”32I

●

。： 第五篇施工和移民

第一章水利建设工程队⋯⋯⋯⋯⋯⋯⋯⋯⋯⋯⋯⋯⋯⋯⋯⋯⋯⋯⋯⋯⋯⋯⋯”323

第一节施工⋯⋯⋯⋯⋯··一⋯⋯⋯⋯⋯⋯⋯⋯⋯·⋯⋯⋯⋯⋯⋯⋯⋯⋯··-··323

第二节管理⋯⋯⋯⋯⋯⋯⋯⋯⋯⋯⋯⋯⋯⋯⋯⋯⋯⋯⋯⋯⋯⋯⋯⋯⋯⋯”323
第三节，．经营⋯⋯⋯⋯⋯⋯⋯⋯⋯⋯⋯⋯⋯⋯⋯⋯⋯⋯⋯⋯⋯⋯⋯⋯””⋯325

第二章农田水利施工队⋯．．．⋯⋯⋯⋯⋯⋯”一⋯⋯⋯⋯⋯⋯⋯⋯⋯·二⋯⋯⋯⋯”326

第一节打井队⋯⋯⋯⋯⋯⋯⋯⋯⋯⋯⋯⋯⋯⋯⋯⋯⋯⋯⋯⋯⋯·⋯⋯⋯-”326
第二节机械修配网⋯⋯⋯⋯⋯⋯⋯⋯”一⋯⋯⋯”⋯⋯⋯⋯⋯⋯··-⋯····-”33l

第三章工矿企业⋯⋯⋯⋯⋯⋯⋯⋯⋯⋯⋯⋯⋯⋯⋯⋯⋯⋯⋯⋯⋯⋯⋯⋯“··一”333

第一节鸭灌水泥厂⋯⋯⋯⋯⋯⋯⋯⋯”-⋯⋯⋯⋯⋯⋯⋯⋯⋯⋯⋯⋯⋯⋯”333

第二节．水利机械修配厂⋯⋯⋯⋯⋯⋯”“⋯⋯⋯⋯⋯⋯⋯⋯⋯⋯⋯⋯⋯⋯333

第四耄水利移民⋯⋯⋯⋯⋯⋯⋯⋯⋯⋯⋯⋯⋯⋯⋯⋯⋯⋯⋯⋯⋯⋯⋯⋯⋯··⋯335
第一节大型水库移民安置⋯⋯⋯⋯⋯”-⋯⋯⋯⋯⋯⋯⋯⋯⋯⋯一．．．⋯⋯一”335

第二节中小型水库移民安置⋯⋯⋯⋯⋯⋯⋯⋯⋯⋯⋯⋯⋯⋯⋯⋯⋯⋯“一”343

第三节淹没和赔偿⋯⋯⋯⋯⋯⋯⋯⋯⋯⋯⋯⋯⋯⋯⋯⋯⋯⋯．．．⋯⋯⋯“一”348

’

第六篇工程管理‘|
， ，

第一章．河道管理⋯⋯⋯”⋯⋯⋯⋯⋯⋯·⋯⋯⋯⋯一⋯⋯⋯⋯⋯⋯一”一⋯⋯⋯”35l
第二章水库管理⋯⋯⋯⋯⋯⋯·⋯⋯⋯⋯··一⋯⋯⋯⋯⋯⋯⋯⋯⋯”⋯⋯⋯”-”352

第一节．大型水库管理⋯⋯⋯⋯⋯⋯⋯⋯⋯⋯⋯⋯⋯⋯⋯⋯⋯”·¨⋯··⋯”352
第二节中型水库管理⋯⋯⋯⋯⋯⋯⋯⋯⋯⋯⋯⋯⋯⋯⋯⋯⋯⋯⋯⋯⋯⋯”352

第三节小型水库管理⋯⋯⋯⋯⋯⋯⋯⋯⋯⋯⋯⋯⋯⋯⋯⋯⋯⋯⋯⋯⋯·-”353
第三章灌溉管理⋯⋯⋯⋯⋯⋯⋯⋯⋯⋯⋯⋯⋯⋯⋯⋯⋯⋯⋯⋯⋯⋯⋯⋯⋯⋯”357

第一节大型灌区管理⋯⋯⋯⋯⋯⋯⋯⋯⋯⋯⋯⋯⋯⋯⋯⋯⋯⋯”?⋯··”-”357

第二节万亩灌区管理⋯⋯⋯⋯⋯⋯⋯⋯⋯⋯⋯⋯⋯⋯⋯⋯⋯⋯··”⋯····-”357

第三节农田水利管理⋯⋯⋯⋯⋯⋯⋯⋯⋯⋯⋯⋯⋯⋯⋯⋯⋯⋯”一⋯””一··362

第四节 乡(镇)水利站⋯⋯⋯⋯⋯⋯⋯⋯⋯⋯⋯⋯⋯⋯⋯⋯⋯：·”⋯⋯·⋯370

第四章水电站管理⋯⋯⋯⋯⋯⋯⋯·：⋯⋯⋯⋯⋯⋯⋯⋯⋯⋯⋯⋯⋯⋯⋯⋯⋯”373
第一节甲茑河口电站管理⋯⋯⋯⋯⋯⋯⋯⋯⋯⋯⋯⋯⋯⋯⋯⋯⋯⋯⋯⋯··⋯373
第二节 中型水库电站管理⋯⋯⋯⋯⋯·一⋯⋯⋯⋯⋯⋯⋯⋯⋯”⋯⋯⋯·⋯373

第三节 西峡电站管理⋯⋯⋯⋯⋯⋯⋯⋯⋯⋯⋯⋯⋯⋯⋯⋯⋯⋯”-⋯⋯·-“373

第四节农村社队小水电管理⋯⋯⋯⋯⋯⋯⋯⋯⋯⋯⋯⋯⋯⋯⋯··一⋯”·一”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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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水产事业⋯⋯⋯⋯⋯⋯⋯⋯⋯⋯⋯⋯⋯⋯·一⋯⋯⋯⋯⋯⋯·⋯⋯⋯”一”375
第一节概况⋯⋯⋯⋯⋯⋯⋯⋯⋯⋯⋯⋯⋯⋯⋯⋯⋯⋯⋯⋯⋯⋯“一⋯”··-”37S

第二节方针和政策⋯⋯⋯⋯⋯⋯⋯⋯·一⋯⋯⋯”⋯⋯⋯⋯⋯⋯⋯⋯⋯”-”376

第六章水利建设成就⋯⋯⋯⋯⋯⋯⋯⋯⋯⋯⋯⋯⋯⋯⋯⋯⋯⋯⋯⋯”一⋯⋯一”378

第j节基本建设投资和事业费⋯⋯⋯·一⋯⋯··：⋯⋯⋯⋯⋯⋯···一⋯⋯·-”378

第二节工程数量⋯⋯⋯·一⋯⋯一”一⋯⋯⋯⋯⋯⋯⋯⋯⋯⋯⋯·⋯⋯·”-”379

第三节经济效益⋯⋯⋯⋯⋯⋯⋯⋯⋯”-⋯⋯⋯⋯⋯⋯⋯⋯⋯一”一⋯··”···380

第七章水利协议⋯⋯⋯⋯⋯⋯⋯⋯⋯⋯⋯⋯⋯⋯⋯⋯⋯⋯⋯⋯⋯⋯⋯⋯⋯”一”384

第一节河南省淅川县荆紫关公社与湖北省郧县洋溪公社水利协议⋯⋯⋯”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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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万头大牲畜吃水困难，建国后已解决26．8万人，大牲畜5．1万头。地方性氟中毒病

34．7万人，已解决4．24万人。全区有低洼上浸易涝地588万亩。占总耕地1374万亩的

42．8％，现已治理488万亩。
、

建国以来水利基本建设总投资32284．33万元，水利事业费总支出29258．08万元。

两项合计6．15亿元，这些投资在经济、生态和社会环境产生了巨大效益。

1989年6～9月，全区为核实1988年度统计资料开展水利工程效益普查，全区总

耕地1353．4l万亩，机电井28409[t[是。配套机电井20795眼；机电灌站758处。装机43040

千瓦；有效灌溉面积为414．19万亩。1988年《水利统计资料汇编》年报资料：全区总耕

地1353．41万亩；机电井40692眼，配套机电井32897眼；1机电灌站1046。装机52463千

瓦；有效灌溉面积579．12万亩。 ．

．

1988年的普查资料和统计年报相较，机电井减少12283[菲[，配套机电井减少12102

眼。机电灌站减少288处，装机减少9423千瓦，有效灌溉面积减少164．93万亩。原来

的配套标准低、工程老化失修、主体工程设施损坏，水毁、报废等造成衰减。也有历

次上报数字水分大，虚报不实的问题。 ，‘ 一’ ，

本志下限断至1985年，采用统计年报数字中亦存在上述问题，为尊重历史事实，

不再变动。 I ’，

7÷√





公元31年(东汉光武帝建武7年)

南阳郡太守杜诗创造水排、修复六门堰、召渠等工程。——《后汉书：杜诗传》
、

公元79-"139年(东汉章帝一顺帝) ．

南阳出现稻麦水旱轮作技术。——张衡《南都赋》

公元155年(东汉桓帝永寿元年)

南阳特大水。——《后汉书五行志》

公元280年(西晋武帝咸宁6年)
’

镇南将军杜预又修召信臣遗迹。——《晋书杜预传))及《水经注》

公元309年(西晋际帝永嘉3年)

特大旱。——《晋书本纪》
，

‘

．，公元792年(唐德宗贞元8年)

秋，特大洪水——《唐书五行志》。——《新唐书五行志》
7

公元797年(唐德宗贞元13年)

襄阳道吴少诚开刁河，刁河水增大，并在河上修塘堵堰，又名塘土堰。——《邓

州志》。

公元925年(后唐庄宗同光3年)

春夏先旱，而后发生特大洪水。——《河南省历代大水早年表》．

公元978年(宋太宗太平兴国3年)

宋太宗诏开襄汉漕渠(亦名赐皇沟、始皇沟)，，历博望、罗渠(今赵河)，凡百

余里，——漕渠未开通而停止。——《宋史河渠四》。一

。一

公元995(宋太宗至道元年)
●

大理寺丞皇甫选及光禄寺丞何亮奏：南阳界可兴利者先耕二万余顷。——《宋史·

河渠四》 ，

公元1056"-"1065(宋仁宗嘉裕l～8年)

知唐州赵尚宽，知邓州谢绛修复六门堰、美阳堰等汉代召信臣故迹，溉田至四万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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