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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国上下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盛世中‘，．《潼南县水利志‘》

经过编辑人员韵努力／现已铅印出版：在编纂过程中，他们三度春

秋，，四易其稿，，或条理旧史于斗室，或采撷博闻于乡间，，7悉心．编

辑，专心致志，实堪赞赏。 ，r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潼南县的水利事业发展缓慢，水利工

程稀少，一遇灾年，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电力事业更属空白，油

灯照明世代相传；鱼类资源，任其自然繁衍生息。 ．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全县人民认

真贯彻执行水利方针政策，大办农业，大兴水利。三十多年来，水

利、电力，水产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塘，库、埝、渠星罗棋布，

机，电、泵，’井遍布全县。至1985年底，各类水利工程达到6881

处，蓄、弓I、提有效水量I．39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32．93万

亩，粮食总产达7．4亿斤，为1949年2．02亿斤的3．66倍；电力事

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火电到水电，逐步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

地方电网。现已建成水电站3处，装机7台，容量8148千瓦，年发

电量达5331．8万度。架设35千伏输电线路109．26公里，10千伏线路

631．1 2公里，400伏供电线路1852．3公里，实现了9区l镇56个乡

(镇)全部通电；水产事业发展很快，成鱼产量已达453万斤，鱼

苗年产量1．2亿尾．

在水利，电力、水产事业的发展中，既有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

迹，也有迂回曲折的沉痛教训，把这些经验和教训如实地记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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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就是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珍贵的遗产。它可作为历史借鉴和乡

土教材，用以启迪人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激发建设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积极性。1一

《潼南县水利志》编纂工作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针，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绳，坚持实事求是和详今略古的原则，采用新的材料、新的观点、

新的方法、秉笔直书，．使其成为一部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

’一的专业志书。 ．

回顾起来，还有大量的工作没有做完。有相当数量的水利工程

需要整治配套、除险加固，使之达到设计效益；江河上还有几万千

瓦的水能资源等待我们去开发。任重而道远，仅寄希望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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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 例

《潼南县水利志》正文按概述、自然条件，旱洪灾害，．水利建

设，水利管理、电力，渔业，水政，杂记，大事记，文存，附录等

先后排列，以篇章节目为序记载其历史和现状：
’

．～

一，断限：上限始于民国元年(1 912年)潼南建县(追溯个别

历史事件时，未受时间限制)，下限断至1985年。

二、结构：本志除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记述外，正

文共8篇26章65节，采用横排竖写，随文配以必要的图，表，照片

等。

三、文体：本志除引用历史资料外，一律采用语体文·文字及

标点符号，按1956年国家文字委员会公布的简化汉字和《新华字

典》为准· ，

四，纪年：清代以前的年号用中文字书写，民国年号用阿拉伯

数字书写，括号内注明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一律以公

元纪年。

五、称谓：本志记事涉及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人物，官

职，以当时的时代背景为准，按习惯称呼，不加褒贬。有的人物第

一次出现时，加上了职称。

六，地名：以1982年1 2月出版的《潼南县地名录》为准，一般

用当时名称，括号内注明今名。

七、凡带普遍性的名称，除第一次用全名外，以后一律用简

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简写为“建国前"，中共潼南县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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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简写为搿县委"，潼南县水利电力局简写为“县水电局一⋯⋯。

八、本志引用资料，以档案资料为主，口碑资料为辅，按详今

略古原则进行记述。

九、计量单位，以当时的时限而定，括号内注明换算标准。

、．，，十，?本志地面高程采用黄海高程，以米计，。书写时省去“海

拔7．两字。‘：：，‘． ，1，．，， ， ∥一 ；。 ：：I ，

十一，正文无法编入的内容，收入附录中·j：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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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潼南建县於民国元年(1912年)，初名东安，民国3年(1 914

年)奉内务部批文，改名潼南。先后隶属遂宁、绵阳，江津(后名

永川)专区管辖，1983年4月划归重庆市。金县辖9区l镇，56个

个乡(镇)，总人口795366人(其中非农业人口43954人)，现有

农业耕地804030亩。

潼南县位于川中腹部的琼、涪两江中下游。县城居绵壁公路

要冲，水陆两便。地跨东径105。3l 74l∥一一106。oo，20∥，北纬

29 447
7

33∥一一30。267 28扩之间，幅员面积1593．58平方公里。东邻合

川，西连安岳，南接大足，北靠蓬溪，东南与铜梁交界，西北和遂宁接

壤。其地势特点，东北和西南部较高，如龙多山，天台山、罗盘

山、蒋家观等山顶均在海拔500米以上；中部地区一般在250一350

米之间，最低为青云乡琼江河出口处仅为210米。地质构造属龙女

寺半环状构造体系，表现为近于东西向的宽缓褶皱相间，岩层产状

平缓，倾角仅为l一3。，无大的构造断裂存在。主要出露地层为

中生界侏罗系上统遂宁组紫红色砂泥岩为主，占幅员面积63．6％；

其次为上沙溪庙组、蓬莱镇组等。遂宁组泥岩及粉砂岩风化裂隙

发育，储水量好。森林植被覆盖差，仅占总面积9．25％。水土流失

面积1 223．18平方公里，占总面积76．7％，年土壤流失总量76 1．8万

吨，属强度浸蚀区。
’

潼南县属嘉陵江水系，涪，琼两江自西北向东南并列横穿县

境，另有73条大小溪河呈树枝状排列，分别注入两江之中。本县属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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