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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地区水利志》审稿会议会体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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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黄玉书。

第二排:王彤，张化吉，张佑礼，曹忠义，王学秀，杨争红，何纪尧，王志儒，常铸国，徐祖强，刘可芳，杨正文，姚世进，王济云，白琼
忠，孙文鉴，张佛茂，口十锡光，罗玉良。



毕节地区水利志编寨委员会全体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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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县附廓水库砌石拱形重力坝



大方县宋家沟拱坝

重力坝、土坝水库工程

金沙县小沟水库部

分半周边缝浆砌石薄拱

坝

金沙县文家桥水库

浆砌石三心拱坝

纳雍县过狮河水库

浆砌石双曲拱坝



织金县红阳水库土

石混合坝及溢洪道

总干渠混凝土防渗衬

砌

黔西县附廓水库

"l尸'型薄壳渡槽。



威宁县羊街

一级水力发电站

全国最大的溶洞电站一-大方县瓜仲河溶洞电站。

毕节县松林乡人

饮 、 水浇地工程中的小

水害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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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砂防部专家

〈右二)来毕节考察水

土保持工作

戚宁县农村民族乡

人饮工程群众供水点

赫章县江南乡水土保持新貌

威宁县兴发乡水土

保持坡改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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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地区水利志》的编篡出版，是我区水利事韭中一件有益的可

辜的大事。这是一部新莹的水利专志。它运用新方志的体倒费全面记

述毕节地区自然地理、汗流水系、水资源及其开发和用，着重记述了建

国以来毕节地区水利水电建设、水土保持、农村人畜饮水、或镇供水、坊

洪排涝、水利管理、基础工作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对建吕后各今时期

水利工作取得的重大成就，经验教训和问题，都实事求是的作了较翔实

的记述，基本反应了当时的客观实际雪为人衍了解、认识、研究毕节地g

水利事业的发展过程，进一步开发利用毕节地区丰富的水资漂?提供了

科学的、系统的基本资料，能起到存史、资治的作用。

毕节地区地处黔百北云、贵、}1/三省交界的乌蒙 w麓，吉然资源丰

富，商量丰沛，气候温和。1.a 由于区内地形、地貌复杂F 差弄性银大，摔

商在时间、空间分布极不均匀， 70%以上集中在汛黯 5-9 月步西部的

替章、威宁及中部的毕节赤水河谷、东部的偏岩河谷一带更是贵翔的干

旱少百区。国商全区域内旱灾频繁。十年七旱，三重困轻。旱灾和低

温历来是毕节地区农韭生产上最大的成胁。汛期又多暴雨出洪为害，

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化。千吉年来低温和水、旱灾害曾给人民带

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兴修水利就成为历代安邦治E的关事。

毕节地区自费初即有兴修水利的史料记载〈民自《贵州通志)))，明

洪武二十八年〈公元 1395 年〉开乌撒卫〈今或宁县〉时，在城南修凿中

河一、边坷二，灌溉农田千项 z 嘉靖四十五年(1566 年)引、良才修毕节丰



. 

2 

王纳五沟，自响冰滩左倒凿石开渠，引水灌溉五呈坪一带农 1I1; 清光绪

十九年 (1893 年) ，总镇苏元瑞开竣草海，大著成效，带未尽全功高

去。

建国后，在中盟共产党和人员政府领导节，全区各找人民进行了大

规模的农自水利建设p 特别是自 80 年代中期起，从毕节地区的实际出

发，确定了以水土保持、旱地浇灌、人畜饮水为水利工作主攻方向， 40

年采取得了草房未有的重大主绩。-修建了一大挑出塘水库、灌溉渠道、

枉电提灌、防洪排涝、水土保持、水力发电、农村人畜饮水、小水害、城镇

供本等工程和设施，这些工程设施发挥了三大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

生态效益费农国灌溉面积比建国前扩大了 3 倍多二分之一的易涝和水

灾百积得到治理;近二分之一的水土流失苗积得到初步控制;五分之三

的农村人畜饮水困难得到解决z 将近三分之二的乡村和农户肩上了电;

为城镇暑民生活和工业眉水提供了可靠水涯，这些水利水电、水土保持

工程为毕节地区国员经济的发展发挥着重大作用。实践证堤，水利不

仅是农业的命脉，而且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踪，是自民经济的基础设施

和基础产业。

然雨，在这 40 年的水利工作中，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梦也经历过起

难曲新步出现过一些失误。其中最有深远影响的是长期以来重建轻管

和重主体轻配套，使水利管理单位缺乏实现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能

力，工程效益不稳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同程度的陪入自境。这

些经验教说都为今后更好地进行求利建设，提供了有益前借鉴。

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自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百都进入了建国以来最好

的时期，也是修志的大好时枉。编修水利史志是水利工作上一项承先

启后，继往开来、愚务当代、造福后世的千秋大业c 地区水电局把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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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志作为总结建E以来水利建设经拴的一件大事来抓，使这本志书

能在较短的时 i司内完成，这是明智之举。

我曾在毕节地区主持地委工作多年，与水利水电建设和水保工作

有过较多的接触，现虽身居省人大岗位工作，仍深感毕节地区均水利、

水电、水主保持、人畜饮水、旱地浇灌等任务还很来巨，需要经过几代人

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搞好。忆往昔岁月培蝶，看今后?任重道远。值此

《毕苦地区水科志》出版之际，特为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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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篡说明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现点与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载学节地

在水利电力建设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至明洪武二十八年(公元 1395 年)，下限至 1991

年，个别条自及重大工程或重要事件至脱稿时为止。

三、本志所记述的行政区划是以 1991 年撤区并乡以前的行政区

划为准。

四、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历史文献、文书档案、科技档案、工程设计

与竣工资料、各县水利志(初稿〉及工程志，辅以调查访问、实物记载等，

文内一般不注明自处。部分历史资料来自费判省档案馆、省水利志及

毕苦地方志。气象资料及建国后旱情资料来源于地区气象局布劳汛抗

旱办公室，水文资料以地g水文勘测大队各水文测站整编资料为准。

各种数据以统计部门的年报数为准F 统计部门未掌握的萝以生务部门数

据为准。

五、本志文体捺少数搞引历史资料中的文言文升，一律用规范化语

体记述?力求箭、明、严、雅。篱化汉字，标点符号、数字用法?计量单位

等，均遵德国家公布的现行有关规定。

六、记年记时，夏历及清代以前的记时，用朝代年号汉字记年，加注

公元年。中华民国纪年用阿拉他数百字，如民 00 38 年 (1949 年〉。中

华人民共和E后一律期坷拉伯数字公元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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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志共设七篇二十章，九十节，以下为昌、条、一、…1 、… (1 )、

…等几个层次c 在志首设序言，编篡说明、概述，志末设《大事记》、附

录q 全志以总概述为纲， <<大事记》为经，各篇章专业志为纬，按时间先

后顺序排列、贯通全志。

八、志书中使用的工程、事务名称c 一律用今名。涉及历史上名

称、地名或单位，一律黑当时名称，并在括号内注明今名，如大定县(大

方县)，商署署水库〈宋家沟水库)等 c

九、本志遵黑古为今用，略古详今，经世致用的原则，重点记述建国

后，特躬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毕节地区水和电力、水

土保持等建设事业的历史事实。

十、《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大事的记述按一事

一条，以时间先后 )J民序排列，较大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往往要经过数

年，甚至十余年的不断完善、配套、改建、扩建，则以工程之初列有条文，

于工程竣工或停缓建时清记事本末综述其全过程。

十一、《大事记》选取的标准范[E，以能如实反应全区水利电力事业

发展步伐及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能使人们读后对全区水利事业的发

展概貌一罢了然，其辑录标准为:

1 、水利机构的设置和主要人事变迁，一般只记述局级，对局属各

单位有特殊情况者始辑录。

2、水利方针、政策的制定与领布，以及各级党政主要领导人对全

亘水利工作的重要讲话与活动。

3、对全地区水科电力的建设成就，一般只记述地区内较大的工

程，以及有特殊意义的工程。

4、水旱灾害的记述，以全地区'性大的水旱灾和为害特别严重的灾

害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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