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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湖北是"千湖之省气更是"千河之省"治水历史源远流长。

但几千年来，除荆江大堤(原万城堤)史有专载外，对全省或局

部水利事业发展的历史记载一直留有空白。

毛泽东同志早在 1938 年就指出 u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

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应当

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份珍

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 一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水利的发展

史。从大禹治水，老子的"上善若水"李冰父子的"都江堪气

新疆的"坎儿井"到北京北海的"古城节水工程"中华民族自

古就不缺乏水智慧。而在湖北，从春秋战国时楚人早期兴建的水

运、供水等工程，到民国时期的鄂城民信闸、武昌金水闸等水利

工程数不胜数，其中更有万城堤、宜城长渠等古代著名水工设施。

这些对社会与生产发展有着促进与保障作用的防洪、灌溉、排水、

航运等工程值得彰炳史册。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始，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兴起编篡江河水

利志，就是为了全面、系统地记述水利事业发展之流变与现状，

客观反映水利在社会与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入总结治水

经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利在当前与未来的水利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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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更多的启迪与借鉴。这不仅是历史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

要，是一项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大事。

湖北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之北。四境山峦起伏，中南部沃

野低平。 长江自西向东，汉江从西北向东南，双双穿行省境繁荣

富庶地区:万条溪河，密如蛛网:逾千湖泊，星罗棋布。多年平

均年降水量 1100 毫米左右，可谓水资源丰沛，水利得天独厚。

然而，由于降水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严重不均，加上又是长

江、汉江上游 100 多万平方公里集水面积的巨量洪水入海的必经

之地，往往降雨集中季节洪涝为患，稍长时间无雨又干旱缺水，

致使水旱灾害频繁、严重。在长达 2000 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之中，由于生产力的限制和社会制度的束缚，湖北治水多以筑堤

排水、束水攻沙，以及兴修塘堪、沟渠灌溉农田为主，尚无有效

的工程措施抗御稍大一点的水旱灾害。千百年的史实证明，治鄂

必先治水。 水利事业是湖北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基础与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的第一项重大基

本建设便是在湖北兴建荆江分洪工程和加固荆江大堤。随后，在

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与大力支持下，中共湖北省委、省人

民政府领导全省人民，开展了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的水利建设。

经过 50 多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远远超越过去 2000 多年的光辉

水利成就， 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备的防洪、排涝、灌溉三大水利工

程体系，为湖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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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三峡工程建成投运和大规模长江堤防加固建设为标志，长江

中下游防洪标准由目前的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实现了长江

治水的历史性跨越。这使有长江"洪水走廊"之称的湖北， 一举

摆脱了千百年来在防洪上被动挨打、民穷财尽的局面，可以放下

包袱抓建设，集中精力谋发展。同时，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水

利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

须坚持走可持续发展水利之路，用以科学、和谐、创新、现代为

特性的新的治水理念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构筑以"防、减、复"

并举的综合防洪减灾保障体系、维护河流健康生命的水生态保障

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着力

解决事关人民切身利益的水问题。 三峡工程建成投运后径流调

整、水沙关系调整引发的中游河道及区域变化，要求我们深入研

究解决江湖关系调整、荆江河势调整、荆江地区洪涝旱灾害关系

变化以及流域区域水生态水环境变化等新情况、新问题，积极利

用三峡工程，促进湖北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客观分析历史，积极

面向未来，辩证总结过去治水的经验与教训，科学调整未来水利

发展的思路与布局，巩固扩大成绩，继承发扬传统，再创治水辉

煌，便是我们致力于水利修志的目的所在，也是我们要做的重点

工作之一 。

盛世修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

为全面开展编篡江河水利志创造了良好条件。自 1981 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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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省人民政府和水利部的组织与指导下，我省成立了湖北省

水利志编篡委员会，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开展了水利修志工作，水

利厅几任主要负责同志都亲自领导志书编写工作，并抽调专人，

组织专班，为社会主义时期的第一次水利修志工作创造了良好的

条件:各地(市、川、\)和县(市、区)水利(水电)局、部分重

点水管单位，也先后成立相应组织，配合各级地方志的编写，相

继开展江河水利志的编篡。梅花香自苦寒来，经过全体水利修志

人员多年的辛勤耕耘，历时数年，逐渐形成了以《湖北水利志》

为龙头，以堤防系列志、水库系列志为骨干，以各市、县水利志

为主体的《湖北省水利志丛书)) ， 一部部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的

志书正陆续与读者见面。这是全省各级水利部门和有关方面大力

支持的结果，也是广大水利职工，特别是那些默默奉献的修志工

作者集体智慧的结晶，确实可喜可贺。

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水利事业亦将持

续发展和繁荣:江河水利志的编篡也会延续，并将越来越完善。

我相信，江河水利志书定会受到有识之士的欢迎和热爱，并希望

它能对我省水利事业的发展以及水利史志学的诞生与成熟作出

应有的贡献。

湖北省水利厅厅长》有主
2007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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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崇阳县水利志》在崇阳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有关

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编篡人员近两年的深入调查，悉心研究，

三易其稿，现定稿付梓，这是崇阳水利史上的一件大事，可喜可

左P
Y.l.. 。

这部专志以求实的精神，全面记述了崇阳县的水利环境，

系统地记载了 1986 年以来崇阳人民防汛抗旱、兴修水利、开发

水资源，服务崇阳经济建设的伟大历史。该书内容丰富， .观点正

确，资料翔实，结构严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对

当前和今后的水利建设与管理、水资源的节约与保护，无疑又提

供了一份有借鉴价值的史料，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崇阳县地处陆水中游，四周环山，丘阜蜿蜒，中间盆地，

地理环境优越。境内河港多，水资源丰富，气候适宜，物产丰饶，

交通便利。但由于降雨时空分布不均、过境客水量大、陆水水库

回水顶托，水旱灾害频繁，给沿河港和库区人民带来重大损失。

20 多年来，崇阳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有计划、有步骤地治理水旱灾害，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资

源，取得了显著成绩。先后除险加固青山等大中型水库和一批小

型水库，提高了防洪能力;修筑了陆水库区崇阳盆地堤防，降低

了县城和两岸平贩的洪水威胁: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近 200 平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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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植被覆盖率比 1985 年提高了 10%，生态环境大为改观:建

设高标准农田近 2 万亩，农业经济效益明显提升:兴建了一大批

蓄水、引水、提水设施，解决了农村饮水困难和饮水安全人口近

4 万人、乡镇供水 10 万多人。这一大批水利工程的建设对促进

崇阳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全县还有不少水库尚未脱险:

四大灌区建筑物老化，效益衰减:中小河流堤防单薄，防洪能力

偏低:小水电站设备大部分超期服役;人饮安全建设任务还很艰

巨;依法治水管水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等等。崇阳水利发展

还任重而道远。

编史修志，鉴古知今。认真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我

们必须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核心理

念，由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转变，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经

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曾在崇阳工作了 20 多年，几乎踏遍了

崇阳的山山水水，对这块土地和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坚信，

在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勤劳智慧的崇阳人民定会坚持不懈

地治理山河、兴修水利、保护水资源，把崇阳这块古老的土地建

设得更加美好，为建设鄂南经济强市作出新的更加突出的贡献!

熊登赞

2008 年 8 月 18 日

(作者曾任崇阳县县长，现任咸宁市水利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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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为《崇阳县水利志)) (1991 年正式出版)续志，取

名为《崇阳县水利志)) (1986 r--.- 2005 年)。

二、本志取事， 一般起于 1986 年，止于 2005 年。为保持史

实的完整性，部分史实适当上溯，少量史实稍有下延。

三、本志布局，前置大事记、概述，下设十四章，以类系事，

以事立题。以志为主，辅用记、传、录、图、表等体裁。图、表

随文穿插，照片集置志首。

四、本志资料来源，主要来自县水利局、青山水库管理局、

水产局、电力局、国土资源局、林业局、民政局、财政局、统计

局、扶贫办资料室，咸宁地区水利志，部分来自调查、回忆、口

碑资料。水文资料来自咸宁地区(市)水文水资源勘测局、长江

水利委员会崇阳水文站，气象资料来自县气象局。

五、本志纪年， 1949 年 10 月以前，以朝代、年号纪年，后

注公元年号 1949 年 10 月以后，采用公元纪年。农历月日，用

汉字书写:公历月日，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六、本志称谓，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史料，除口碑

素材外， 一般保持原貌，夹注出处。凡涉及机构、官职时，均以

当时名称为准，不冠以褒贬词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县

属行政区划与地域名称多次变更，故记述时，地理名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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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等，均依当时当地的习惯称呼。

七、本志中凡简称"党"、"党支部"、"党委"、"区委"、"县

委"、"地委"、"省委气均指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委员会:凡称

"省"均指湖北省"地"或"地区"在 1965 年以前指孝感地

区，以后指咸宁地区， 1999 年后指咸宁市。其余常用的一些组

织机构，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并注明以后使用的简称，如"长江

流域规划办公室" (以下简称"长办")。

八、本志度量衡属历史部分，按各历史时期的单位记写。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田亩外，均采用公制。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之经费， 一律以现行人民币记叙。

九、本志地面高程及水利工程高程，除青山水库及个别工程

外，均系黄海基面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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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85 年

~3 月，青山水电管理局分设为青山水库管理局和青山水电

公司，均为县属一级单位。

~5 月，水电部以 (84) 水电计字 151 号文批复"长江流域

规划办公室" (以下简称"长办勺，同意解决陆水水库淹没处理

遗留问题的专项经费 1500 万元，分 10 年实施，包干使用。从

1983 年起，由"长办"每年拨付 150 万元， 一次分配到县。分

配比例为:崇阳县占经费总额的 55%，即 825 万元:蒲听县占 45% ，

即 675 万元。省人民政府以鄂政函 (1985) 18 号文，发出《关

于妥善安排陆水水库移民遗留问题专项经费的通知))，明确此款

的拨付办法和使用范围。

~10 月，青山水库溢洪道整险加固，延长护坦 9 米，浆砌

左、右侧和对岸的防冲墙以及炸深冲刷坑等。该溢洪道于 1983

年泄洪时，其左、右端护岸工程受到回流破坏。

1986 年

~1 月，喻石明任青山水库管理局局长(兼)。

~7 月 15 日，咸署发 (86) 11 号文批准，县防汛抗旱指挥

部办公室为常设机构，与水利局合署办公。

~7 月 28 日，咸署(计基字 107 号)下达《神口一级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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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基建计划的通知》。因小水电投资政策发生变化，自筹资金有

困难，加之库区淹没损失较大，未果。

68 月，月降雨量 23.4 毫米，为常年的 15%。全县 6. 5 万亩

晚稻和 2.5 万亩迟熟中稻严重受旱。

69 月，青山水库管理局与青山水电公司合并，仍称青山水

电管理局。

1987 年

66 月 12 日，副省长王汉章、"长办"主任魏廷铮、水利厅

厅长童文辉来青山水库视察，与县领导一起，在现场研究除险加

固有关问题，并同意增建第二溢洪道。

611 月 24 日，青山水库整险加固工程开工， 1989 年 5 月基

本完工。

A本年，县水利局和青山水电管理局组织技术力量，完成青

山、香山、台山、石壁灌区台账调查，建立了 4 个灌区台账。

1988 年

64 月 21 日，国家防汛总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李健生到青

山水库视察，对水库整险加固提出了一些重要意见。

66 月，但关甫任水利局局长。

66 月，青山水电管理局分设为青山水库管理处和青山水电

公司。

67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以下简称《水法>>)正式

14 



实施。地区水利局举办贯彻执行《水法》学习班，各县水利局局

长和办公室主任参加学习，并布置了第一个《水法》宣传周任务。

67 月，姜正芳任青山水电公司经理。

1989 年

A水利局机关增设监察室。

A本年，在乡镇设 7 个中心水利站(沙坪、石城、天城、青

山、白霓、路口、金塘)。

610 月，杨林桥水库二级电站开工，于翌年 6 月建成。装

机 2 台共 250 千瓦。

1990 年

66 月 28 日，县水利执法工作会议在县水利局召开。县委

副书记黎时忠到会讲话，副县长、领导小组组长刘大洋对水利执

法试点工作作了具体安排。

69 月 17 日，地区水利局在石壁水库召开全区水库白蚁防

治工作会议，贯彻省水利厅《关于抓紧水库臼蚁防治工作的通知》

精神，就如何落实各项工作措施作出安排。

611 月，甘明芳任青山水电公司经理。

1991 年

65 月 21 ，......， 23 日，降雨 387 毫米。 7 月 4 ，......， 12 日，降商 450

毫米。这两次大暴雨，全县农作物受灾面积 1 1. 6 万亩，其中绝收

近 2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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