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水利志》编辑委员会：

顾 问：曾 谋 金 鉴

主 任：张纪淦

副主任：郭耀观 张先仕 郭嘉仁

委 员：巩坚璧 魏振华 熊静泽 张光华 周天佑

徐慕菊 王体江 冯广宏 李君柱 易文光

《四川省水利志》编写组：

主 编：徐慕菊

副主编：冯广宏

编 辑：徐慕菊 冯广宏 巩坚璧 郭嘉仁 陈跃均

图片 摄影：向德贵 龚廷万

段泽民 徐生荣



《四川省志·水利志》于 1982 年

6月在中央水利部和四川省地方志编

委会召开第一次修志工作会议后，即

开始筹备，1983 年 8 月成立《四川省

水利志》编委会，正式开展工作。按照

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

的《四川省志》编纂方案的要求，经过

十年时间，《四川省志·水利 志》于

1993 年 12月定稿。

《四川省志·水利志》的编修工

作，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983～1985

年，主要是宣传发动、组建机构，培训

修志人员。1986～1987 年，搜集资料，

查阅档案，拟定篇目，初定提纲。1988

～1990 年，试写样稿，分篇执笔、统稿

总纂。1991～1993 年，组织评审，进行

修改，完成定稿。

在修志工作中，我们首先是做好

宣传，利用各种会议，如全省水利工作

会议及农田水利、水土保持、地方电

力、水产等专业会，宣传修志的重大历

史和现实意义。同时还印发修志参考

资料，编印《四川水利志通讯》刊物，引

起全系统对修志的重视。二是重视基

础资料的搜集、整理，组织省水电厅机

关处、室和水文局等 18 个单位确定专

人，提供资料，抽调 17 位同志三次赴

雅安《四川省档案馆》，历时近半年，查

阅 2000 多卷水利历史档案和文献，并

有重点、有目的、有要求地约请省内外

水利老专家撰写回忆材料。三是不断

提高修志人员的素质，在修志初期，举

办两期培训班，邀请省志总编室的地

方志专家讲课，提高编写人员的修志

水平。采取召开志稿评审会，理论研讨

会的形式提高对志书的性质、特点、体

例、结构、文风、详略、篇目设置等的认

识，针对修志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实际

问题，如建国以来的水利工作，水利方

针、政策，人物入志等问题进行深入研

讨。四是加强领导，这是完成修志工作

的关键。在修志的 10 年时间，四川省

水电厅领导十分重视这项工作，首先

是组织得力的编写班子，选好主编和



编辑人员，及时解决办公地点及所需

经费。聘请热心修志事业，熟悉水利情

况、思想政策水平高的两位老厅长担

任顾问。修志过程中经常督促检查，稳

定修志班子，自始至终未曾中途易人。

通过编写《四川省志·水利志》的

实践，对完成这部志书有如下体会：

一、站在《四川省志》的高度着笔，

增强宏观意识，《水利志》是省志的组

成部分，是省志这部总志的一部分志，

从篇目到内容都要符合省志的总体设

计，有利于加强省志的整体性和系统

性。写水利分志要立足本行业，但要有

省际视野，对水利事业的记述，要放在

全省经济建设的恰当位置，并注意与

其他分志记述内容上的交叉，做到“突

出主业，各有侧重，避免重复，详主略

次。”

二、质量是志书的生命。为提高志

书质量，《四川省志·水利志》写出第

一稿后，即广泛征求意见，反映是微观

记述多，写整体面貌不够；重点不突

出，类似流水帐；记述静态资料多，对

人的活动叙述少；思想性差，经验教训

总结不足。对这些意见虚心听取，认真

修改。为写出特色，曾三易其稿。为突

出重点，当详则详，应略则略；对有的

内容不宜入正文的，加以备考，并设附

录，全志总纂实行“一支笔”统稿，力求

文风统一。

三、坚持志书为现实服务的指导

思想，并使志书对今人和后人都有所

启发，起到借鉴作用，力求为更好地开

发和利用水资源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

资料；为抗御水旱灾害、采取对策和措

施有所参考；对水利科研、设计、管理

工作，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为深化水

利改革，提高水利工程的经济效益起

到咨询作用。

在《四川省志·水利志》的编写过

程中，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给予

了具体指导和帮助，省志总编室的同

志认真审阅志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

见；各级水利部门不少领导，专家学者

提供资料，参加志稿评审；全省各有关

单位特别是档案、图书、气象、情报部

门给予了支持。值此志书出版之际，特

表示衷心感谢。

编写社会主义的新志书是初次尝

试，参加编辑的同志多是工程技术人

员，加以水平所限、资料所限，成书时

间仓促，在材料、观点、体裁、文字等方

面疏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水

利界、史志界的读者提出意见，以臻完

善。

编 者

1993 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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