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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地处丘陵，山岭连绵，河流众多的綦江县，幅员二二f一百七十八点五平方公里，农

耕地面积一百三十四万亩。居住有汉、苗，回等十二个民族，八十五了j匹千多入。境内水

陆交通畅通，有川黔公路，川黔铁路、J1l湘公路和纵贯全境的蘩江干流。县内物产丰寓

资源雄厚，素为川黔两省接让地带重镇，重庆市东南门户。

旧社会，綦江县各挨人民不但饱受兵灾匪患之苦，且受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纵zf多

科t自然资源也难为人民造福。就水利，水电，农业机械而论，至解放前夕：水刊设施仅有

各类士塘两干余口，士堰三千余条，水电事业只有一百千瓦之装机容量，现代农业机械更

是空白。解放后，綦江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短短三十余

年问，水利、水电、农业机械化事业已取得可喜成就。一九八一年底，全县建成小型水

库一百三十八座，山平塘五千五百一十口，蓄水总量达一亿零九百八一l-二JJ立方。保灌

耕地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四点八。小水电总装机容量一了j零二十七千瓦，农用动

力机械更是从无到有现巳遍及全县各角落，农f1 1物脱粒，农付产腽加工和农业运输中的

大部分繁重体力劳动巴也为农业机械所取代。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水利、

水电、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诞为迅速，单电力一项，自一九七八年以来的几年时间里就

净增装机容量六千七百五十一千瓦，为建围前数千年电力建设总和的六十二点五倍
‘．

，綦江县水利、水电农机事业的发展，是全县人民享勤劳动的结果。今后在党和人民

政府的领导下，定将写出更多乒美的新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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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国编修社会主义新史志的盛世中， 《綦江县水利电力农机志》经过编辑组两年

多的努力，现已搁笔了。本志在编辑过程中，曾查阅省、市、县档案馆及本局资料一千

余卷，查阅西南农学院、霞庆市博物馆等有关资料五十余册，复制图纸、察勘地形，现

场摄影、走访知情老人三十多人次’。共汇集资料一百多万字，摄影百多幅。他们或条理

旧史于i{-室，或采撷博闻于山野，悉心编辑，奋笔疾书．草创初成实堪赞尝。

綦江县地处蜀之边陲，解放前在现代农、眦饥械是空白，水利电力建没只具雏形。解

放后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大搞社会主义建设，使农机水利电力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

发展，在发展中既有可歌可泣的先进事迹和人物，也有迂回曲折的沉痛教训．把这些成

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记载下来，作为借鉴，变为我们的财富和智慧，也希望这部志书

成为付给后代的一份宝贵遗产，这是修志目的之一．

．在十年浩劫中，林彪“四人帮一恣意颠倒黑白，．践踏历史，否定了建国以来的一切

成就。为了廓清云雾，涤荡腥膻，从我县农机水电这一侧面把解放前后的建设作一对

比，把建国以来的伟大成就如实地记载下来．以启迪人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

义，热爱乡土，更加奋发地建设四个现代化，这是修志目的2．--。

但由于时间紧迫，资料不全，又无现成的模式可以套用，在编辑中必然有很多缺点

甚至有谬误，殷切地希望读者，特别是知情的同志批评指正。

李 泽 鹏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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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綦江县水利电力农机志》，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党的十二大制定的思

想、政治路线指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

主义观点编写的一部具有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的部门志。全志分七编、二十

一章、四十四节，约十万余字。正文按自然概述、建制沿革、水利、电力、农机、财

务、人物文存成编排列。以下按章、节、目为序分门别类记载其历史和现状。

一、断限：原则上记述公元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至一九八一年的七十年间，綦江县

境内本部门业务及与之有关联的活动。但在追溯个别历史事件及记叙少数现在事件时，

一L、下限均有所浮动。

二、本志采用记事本末与著述体、史志结合的方法编写。记事时，突出重点兼顾一

般。随文附有必要的图、表、像。

三、文雄：全志除引用历史资料外，一律采用白话文记述体。引用历史资料皆忠于

原文并注明出处。文字及标点符号，按((新华字典))为准。

四、对备历史时期的政权、按习惯称呼不加政治性评语。

五、记年：民国及其以前，按当时习惯用法，括号内注明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后，一律以公元记年。公元年号，一律省去“公元”二字。文中“建国前"或

“建围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或建立后。

六、本志记事涉及的去世人和在世人，均直书姓名不加褒贬。根据当时当事加上职

称，也有不加职称的，按事而定。

七、地名书写：一律以当时地名为准，括号内注明现在名称。

八、本志正文中的数据，除图表和文号外，一律以中文填写。

九、正文无法编入的内容而又与之有关联的资料，收入附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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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自然慨述

第一章地形地貌

綦江县位于四川盆地东南缘，长江南划，蘩江流域中、上游。地理鏖标：东经106。

237至557、北纬28。277至29。ll，。南接贵州省桐梓县、习水舅，。西邻本俗江津县，北连巴

县，东靠重庆Ij了南桐矿区与南川县，扼川黔、川湘交通要冲。全县幅员面积二T一百七十

八点五平方公里。南北长八十二公里，东西宽四十八公里。耕地面积一百三十四巧亩。

全境跨两大地貌区，地势南西高，：fE东『氐。以兴隆～藻渡～二匕台～火罗⋯线为界，

北西属四川盆地盆南低IJI丘陵区，南东属盆周山地～火娄fJl褶皱f|J地。位于盆地内的西

北区以构造剥蚀作用形成的『氏【JI问丘陵为，j：，火片出露白垩系、侏罗系红色岩层。地层

走向近南北向，属新华夏系构造体系。盆底海拔二百零五米至四百五十米，地形切割零

乱破碎。位于盆地外的东南区为火娄：fJ支脉，属侵蚀构造山地。111岭海拔八百米至一千

七百米，出露地层由f{J生界，古生界(缺石炭系、泥盆系)碳酸盐岩类组成。岩溶较发

育，多有侵蚀、溶蚀狭谷。地层惫向北东～南西，属华夏系构造体系。

县内高【Jj深谷众多，最高处为南端主峰，高程一千八百一十四米(了j降附近，省界

外侧)。最低处为升平公社木瓜溪口，河底高程一百八十八米。相对高差一般五百至一

千米，最大高差一千五百九十二米。：比部地区高葶多小于三百米。

全县中IJrJ(海拔一千米以上)分布零散，面积二百零七点六平方公里，I『_『全县面积

的百分之九点五。低山(海拔五百米至一千米，相对高羞二酉米以上)分布面积最：夫，

有一二f．三百三十五点七平方公里，占全县面积的酉分之Y-：-t～点三。丘陵河谷面积六百
三十五点二平方公里，占企县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九点二．

附：

綦江县地貌类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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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河流水系

县内溪河绝大部份属于繁江水系。干流蘩江由南向北纵贯全境。支流多璺东西向排

裂形成树枝状水系，水网分布较均匀。境内除干流外，流域面积大于五十平方公里的一
级支流有十一条，其中大于一百平方公里的七条。

第一节 干 流

紧江为綦江水系干流，由南向北于江津县顺江场江口注入l乏江。从源头到江口，全

长二百二十二公里，流城面积七千一百四十平方公里。綦江源头众说纷云，主要有二均

在贵州省桐梓县：一为皮郎坝，一为铜鼓园。然，从一比五万地形图匕量算，以长度、

流域面积施最比较，则佞郎河(蒙渡～火赌)i)|；i源一千七百一十一点八、米高J也，黄瓜垭

分水岭作源头为宦。

綦江分上、中、下三段；河源至赶水为上游。长八十八点七公里称松坎河，河面宽

三十至六十米。流经中僬IIf地，多岩溶狭谷，多急滩陡坎，不能通航，但水力资源较丰

富。赶水歪綦江县城(大常闸)为中游。流经低山丘陵红层地区，能分段通航，，水力资

源丰富，已建成陛河坝五处，邻近困家电网负荷中心，交通方便。綦江县城至江口为下

游。已建成邕河坝三处、基本形成梯级，航运畅通、径流丰沛、水头集中，利于发电稻

农灌。

县境内河流长度为一百零四公里，水面面积为六点八九平方公里，多年平均流量

93．8m 3／秒(大常闸)。

附特征值表于下：

綦江干流特征值表

河段 河面 多年平 河段落差 坡 流域 面积

河 段 长度 宽度 均流量 落差 占总 降 占 全
落差 平方公里 流 域

。(公里) (米) (m3／秒) (米) (％) (‰> (％)

源头
上游段 至88．7 30～60 56 1425 92．8 3．1 2943．4 41．2

赶水
赶水}

中游段 至{ 59．9 60～100 83．9 71 4．6 0．3 1737．5 24．3

蘩江

綦江
下游段 至 73．7 80～150 125．8 39 2．6 0．14 2459．1 34．5

江口：

源头i
全 长 至 222．3 125．8 1535 lOO 0．53。7140 100

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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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中、下游的人J“、：欠中、犬智、大毕、大常、大胜、大利、犬民等八座船0西，

系一九四O年至一九四五年间，内}迕圈时期“导淮委员会”修建。自赶水以_f、‘，二十吨

木躲原可通吭，因火信船闸(盖石洞)坝体于一九五一年被洪水冲环，航行中断。一九

八O年坝体修复厢，出于矮它原凶仍米航行。八座闸呗中的大华、火常、大利、火佶等

闪照[二!．利用雌河坝落差建立发电站。

綦江中、下游，』II黔铁路与川黔公路紧靠河道而行，水面与路面高差不大，特别是

铁路路面与水面一般相举职在二十米左右。

綦江主要支流肖藻渡河、蒲河、清溪河、扬渡河、通惠河、郭扶河、扶欢河笋溪河

等。流域面积流量以及水力资源蕴藏量，均以藻渡河较大，蒲河、清溪河渐次。藻渡河

利于蓄水调洪发电，1清溪河、蒲河亦有灌溉发电、航运等综合开发价值。

第二节 县内主要支流

一、藻渡河；
，

藻渡河发源一F四川宵南川鞋境内，}_fl金佛f』I大垭口’人哓池溪流至头渡密竹林处两沟

汇合成河。流经赘州省桐摔县的狮溪、复兴、?户蹬，綦江县的藻渡等：扛要场镇于赶水汇

^、綦翱‘．令流长九十七公里，集雨面积一千=．酉零乙平方≥甲。河源至舡合口总落差

一千五百七十i米，河槽平均坡降5．6‰。除}：游段较陡部份外，rhl 下游平均坡降

为4．68‰。足然河道宽一·般再i‘_：=卜至六十米之问。自复兴场至赶水场一段、司‘常年航行

载重·吨西i朽的铆叶软板船(阳川省旧久奇船二一)。河道两岸甚高，淹经峡谷地区多

旱＼／形河槽，河沿两岸多为岩溶地Ⅸ。

藻渡河床透离i’j路、铁略，且水鼠书j窝，1‘均,k7』蕴藏鼠九：．f_|已西千瓦。淹没损失

较小，发展：包力与灌溉的潜力很：火。

=、蒲河：

蒲河发源子四川省南Ji{县金佛山之西，兴隆公社水碓大队。流经重庆市南桐矿区之

万盛，綦江县之蒲河、石角、三江等场镇于三江汇入綦江，为綦江的三大支流。除河源

段属山区外，余皆为深丘区。全流长度为八十九公里，集雨面积八百三十五平方公里，

河槽平均坡降4．3‰，沿河无集中落差。上游即南川县之孝子河，为煤矿开采区，巳建

有南桐煤矿、鱼田爨煤矿、砚石台煤矿和东林煤矿等。下游从蒲河至三江一段， “导淮

委员会”于民国二十已年至二十八年(一九’-JL年虿一九二i九年)筑有：尺勇、大仁、火

智互船闸，可通二十吨木船。中游7j盛至浦河一段，民一i卜二二卜五年冬(⋯九三六年)东

林煤旷筑。fr五道插板土堰阻水定时Ji：放，可通三至五Ⅱ电木日‰

川湘公辨与三(江)至万(盛)铁哜紧靠河道而行，跻面与水面一般只在十五米左

，}i，吖j：E】：更多提高水位，但利于运输，灌溉兼发电。

三、清溪河：

清溪河发源‘r璇州省习水县两络公社瓢包坪，滤经靠龙潭处，沿江滓、习水边界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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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连沟入江津县境。过太平埂向东，经唐家河再向东至三角塘入贵州省条台公社境。水

至八字桥与发源于张家沟的另一支流汇合入綦江县境。经中峰场、永新场至清溪口汇入

綦江。全河流长六十三点三公里，集雨面积四百八十九点六平方公里，总落差八百八十

九米，河槽平均坡降8．4‰。

建吲前，永新、三会、中蜂、罗家、新建等场镇，除～条小路外，清溪河为上述场

镇与县城联绍和木材运输的唯一通道。

四，扬渡河：

扬渡河发源于贵州I省习水县温水之汤坝山脚。流经河焦溪、温水镇、张耳村至犁园

坝入綦江县境。在犁园坝被一山堡所阻转成地下水至獐狮坝复出，(详本书犁园坝排洪

渠)经金鸡岩、小鱼沱至赶水汇入綦江。全河流长四十六点一公里，集雨面积三百二十

二点王i平方公里，天然落差一千零九十四米，坡降12．5‰。
‘

五、通惠河：
’

河源有二：一j“瀛山，一出巴县陈家坝，汇于綦江县三角场。流经通惠于藜江城注

入繁江。流长三十六点九公里，集雨面积一百九十四点一公里，总落差七百七十一米，

除去河源段外，无集中落差。河槽平均坡降9．7‰，利于灌溉和修建小型水电站。

六、i郭扶河： ，，一
。 p

r河源j『j’j；一为郭扶甘露寺，二为青龙场，三为六战垭。流经郭挟场，鱼梁河于篆

塘的纂滩汇入祭江。流长二十五点三公里，集雨面积一百一十六点九平方公里，总落差
九百一十米，河槽平均坡降27．2‰。 ’．，，．

量 。

七、扶欢河；
。

V
，! ，b

‘、弼

发源于重庆市南桐矿区倒座坟。全流长二十二点一公里，县境内十二点四五公里：’

流域面积一百三十四点二平方公里，天然落差八百三十米，多年平均流量二点蛊五秒立
米。。已建立水电站二站，装机容量二百九十三千瓦。

附l、蔡江县主要河流水力资源汇总表 ，。

2，蘩江县水系河流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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