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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茂汶羌族自治县水利电力志：}是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编写新方志的号召。按照中共茂

汶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部署，在县志编纂委员会具体指导下成书的．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方针，通过具体的史实反映了我县水利电力事业的历史和现

状。着重地记述了建国后38年来，我县水利电力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经历过的艰

难曲折发展过程。其中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去总结、去反思．读了这部志书．可以清楚地看

到，我县沟溪纵横、河湖密布，但因其特殊的地形地质条件，这一由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宝贵

财富，在旧中国却未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成千上万亩的土地常因干旱和水患颗粒无收，

人民饱偿着灾难的煎熬。新中国诞生后，党和政府为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水利电力事业，从

1950年起，国家先后由内地派来了水利电力技术干部，30多年来，省、州、县各级政府曾采

取多种方式拨出专款885万元用于县境农田引、提、蓄水工程；。灌区配套整治，综合开发利

用水资源形成农田基础产业；泥石流治理工程；乡村电站工程．为羌族地区的水利电力事业

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成就将激发我们更加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家乡的

激情和进行“四化”建设的信心I志书中丰富详实的史料，将为我县进一步综合开发水利资

源提供科学的依据，后人亦将通过它观今鉴古、继往开来，做出比前人更加辉煌的成就。

为了编好志书，我局于1988年4月成立编志领导小组，在全局同志和有关单位的大力支

持下≯查阅了《四川通志》、‘茂州志》、‘羌族史>等书刊和各类档案资料1235卷、抄录复印

资料约112万余字、走访知情人士10余人、征收资料照片187幅。由于资料广泛、详实齐全，

为志书的编纂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志书分概述、大事记、志文5篇、“章、51节、附记、附

录总计约15万字。另有相关插图10幅、附表58种、照片70幅：编写中，以我县水利电力

状况特点为主旋律，在对体制演变、工程兴废、效益大小、管理体制等方面都尽力以资料取

胜、探其底蕴、究其得失、秉笔直书．初稿形成后．曾交本局同志传阅，编写人员综合各方

面意见，通过近半年的反复修改．于1991年5月28、29日经县志办和本局同志会审验收．

编写本志，工作量大，限于人力和水平，错误在所难免，请各方面的同志给予指正。在

本志的资料搜集和编写过程中，上级业务部门及有关单位和同志们曾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在

此谨表示衷心感谢。
’

胡俊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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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领导小组及工作人员名单

组长：陈启统
’

副组长．．胡俊彬

成员：吴耀成’、许炳生

主编：许炳生、吴耀成
●

资料收集：吴耀成、许炳生、王祥安、梁玉萍

参予部分调查：廖绪华、杨知明
’

制图：许炳生

摄影：许炳生
● ，

审稿：胡俊彬 ．

．

审定：县志办公室副主任吴天明

校对：许炳生、吴耀成



凡 例

《茂汶羌族自治县水利电力志》(以下简称本志)，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指针，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实事求是的反映我县水利

电力事业的发展，力求发挥。资治i利教、存史”的作用，为进一步开发利用我县水利电力

资源，维护生态平衡，提供历史借鉴。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

一、本志取事，本着追溯事物的起源和发展，上限不定，下限断至1987年，但个别节、

目；为说明事物进展，下限略有延伸。

二、本志采取以事分类，横排竖写，以横为主安排篇目，．全志分概述、大事记、正文共

5篇14章51节和附记、附录、编后记。用语体文记述。以志为主，随文插入图、表、照片，

以便阅读和利用。

三、大事记为志之经。本志按时编排，以事为主，为突出事件始末，故采取以编年记事

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记述。

四、本志所用凡带普遍性的称谓，除第一次用全称外，以后一律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建国后”；中华民国简称。民国”；茂汶羌族自治县人民政

府简称“县政府”；茂汶羌族自治入民委员会简称。县人委”，茂汶羌族自治县革命委员会简

称“县革委”等。

五、为避免文字重复，本志在记事上建国前从略，建国后从详；主体、重点工程从详，一、

般工程从略；不同之点从详，相同之点从略。

六、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一般按习惯称呼，不加政治性评语。

七、地名书写均以1983年9月编印的《茂汶羌族自治县地名录)为准，如有多名．另加

注明。 ．

●

八、历史纪年，在建国前按当时纪年称谓用中文数字记载，在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用

阿拉伯数字记载，建国后一律按公元纪年记载。

， 九、本志使用资料，大部录自省、州、，县档案资料，部份采用老同志的口碑资料，故一‘

般不注明出处。使用统计资料，一律以县统计局资料为准，统计部门未统计的，使用本局和

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

十、．本志中涉及的度、量、衡，一般以规定的公制单位为准。

十一、本志文字及标点符号，以《新华字典》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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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汶羌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茂汶县)位于四川省西北，阿坝藏族自治州东南部．界于北

纬31。25，至32。16，．东经102。56，至104。10，之间，东接北川、安县、绵竹县．西连黑水、理县，’·

南依什邡、彭县、汶川县，北邻松潘县．县境东西横跨116．53公里，南北纵贯94．8公里，．幅

员面积4064．35平方公里，折合6096524．亩．其中耕地面积仅124017亩。(县统计局1987年

数字)县境内高山环绕，峰峦重迭．河流深切，谷坡陡峭j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北向东

南倾斜；最高山峰有西部邛崃山系的万年雪，位于茂汶、理县交界线上，海拔5230米，(属

黄海高程系，下同。)还有东南部龙门山系的九顶山主峰，海拔．1969．8米和狮子王，位于南

新乡境内，海拔4984．1米；河谷最低处在岷江水系的南新乡水磨沟最低，海拔1440米，涪

江水系的东兴乡石弯河坝最低，海拔890米．

县境内江河分属两大水系，主要江河有岷江、黑水河、土门河，县境东部的土门河属涪

江水系外，其余皆属岷江水系。岷江从松潘县流入我县后，南下至两河口纳黑水河折向东南，

至县城处转向西南出境进入汶川县，黑水河发源于黑水县境内，在我县赤不苏小两河口入境

后，由西向东汇入岷江，是岷江在我县境内的最大支流，土门河发源于县内土地岭，由西向

东横穿土门全区4乡流入北川县与青片河汇合，这三条江河在县境内的大、小支流共170多

条，其中集水面积在50平方公里以上的支沟有16条．据统计全县共有海子32个，总蓄水量

约1．4亿立方米，其中以叠溪地震形成的大、小海子为最大，蓄水量1．2亿立方米．茂汶县 ：

水资源比较丰富，多年平均自产水量16．54亿立方米，’尚有过境水量56．79亿立方米可供利 t‘、

用；水能资源亦较丰富，全县水能理论蕴藏量127．5万千瓦．可开发量为39．8万千瓦．

茂汶县的森林主要分布在海拔2500米至3700米的高中山地带，复盖率为27．2％，但分

布极不均衡，沿岷江河谷一带及其半山地区植被很差，在人类频繁活动影响下，植被破坏严

重，水土流失加剧，生态环境恶化，加之茂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与恶劣的地质条件，成为

自然灾害多发地区，除干旱、洪涝、大风、冰雹等农业气候灾害外，地震、山崩、滑坡、泥

石流等山地灾害时有发生。干旱是县内的主要自然灾害，尤以伏旱严重，影响面人，出现频

繁，其次是低温阴雨、洪涝和风雹，据气象站32年的统计，我县伏旱出现的年分高达28年

共34次，其中重旱8次，一般干旱9次，轻旱17次。灾害性天气的客观存在，常常给农业

生产带来大的损失。因此，兴利除害以利生产，这必将是全县各族人民长期的历史任务。

县境内的自然水源，早在明代即为先人开渠引水用于农田灌溉，特别是县境内沿岷江河．

谷下游的平坝、阶地已施泡水而求增产，清代更有所发展，民国时期仅对原有部份沟渠作过

维修、扩建，到1949年底全县共有灌溉沟渠54条，。有效灌面9978亩。

建国初期，结合防旱抗旱，组织群众疏导、维修原有水利工程，使之充分发挥效益。特

别是1954年开始有意识的用农田水利工作，促进互助合作的发展，县里重点对自岩大堰渠、

勒石村大岩窝水沟、羊毛坪等工程组织了整治、扩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提高了群众兴办

水利事业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1958年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农田水利事业，由

重点恢复原有工程转为全面兴修，全县先后上了一大批水利工程，幸福渠1958年1月动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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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重建设、轻管理、重主体、轻配套”的问题，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致使工程应有

效益未能充分发挥，有的工程效益很差，人为破坏水利水电工程及其设施的事件时有发生，乃

致有的工程因管理不善而报废，这给茂汶县的水利水电事业的发展带来隐忧，必须引以为戒，

并能引起各级政府和领导的重视，切不可掉以轻心。

展望未来，任重道远，茂汶县的水利、水电事业大有可为．前程似锦。可以预料，在党

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动员和组织全县人民，总结经验．扬长避短，加快建设步伐．使

茂汶县的水利、水电事业获得更好地发展，为国家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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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

棉簇村民公议护林、用水、管水乡规，并于光绪十六年十月初一日，在水渠路边大石上

刻文告示。

茂县实业局成立。

民国三年(公元191 4年)

民国二+年(公元1931年)

茂县县政府撤销实业局，成立建设科。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
●

*

8月25日(夏历七月初五日)15时50分30秒，叠溪发生7．5级地震。地震时山崩壅江，

岷江断流，积水成湖(俗称海子)，其中大、小海子坝高各百余米i大海子为大石堆石坝，小

海子为土石坝。10月9日夜，小海子水满溢坝溃决，大水沿江丽下，使茂县、汶川、灌县沿

江村镇被冲没大半，死于水灾二千五百余人，造成我国地震史上罕见的地震水灾。仅茂县境

内死亡340人，损毁房屋729所，冲坏耕地2686亩，冲没牲畜2170头。

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 934年)
●

为消除叠溪积水隐患，在各界人士的资助下，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拨款一万二千元，特派

上校参谋郭雨中督工疏导：在茂县调集民工五百人，四月完成第一期工程后，因春洪到来而

停止。

8月2日，茂县、汶川急降暴雨，大水成灾。
。

”

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 936年)

不图1936年遭天灾，先之以春荒，继之以夏旱，自秋到冬，以迄1937年(民国二十六

年丁丑)春夏连月不雨，亢阳肄虐，竟至饮水亦成问题，饥民嗷嗷，饿殍载道，灾情之惨，灾

区之广，为近百年所仅见。全川计有通江、苍溪、昭化、广元、茂县等一百四十县。计重灾

县二十六县，茂县旱灾为重灾县之一。‘

6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

十六区专员公署专员谢培筠兼任茂县县长，实行专、县合署，成立教建科，科长谢保勋。



、 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
·

．

，
·

三月二十五日，凤毛坪水利工程协会成立。出席成立会共24人，公推葛文炳为会长，任
惠廷为副会长． ·

三月三十日，石鼓村水利工程协会成立。出席成立会共14人，公推顺登森为会长，伍凤

才为副会长．
’

．：

。
。

六月二十八日，经四川省农田水利贷款委员会批准，同意贷给文镇村水利协会270元，凤

毛坪水利协会150元；向阳坪水利协会250元。按还贷期二年、三年之规定，文镇、凤毛坪、

向阳坪水利协会均如期全额筹款归还。 ．

四川省农田水利贷款委员会，为审定茂县第一区南北两五乡各水利协会建筑自流渠工程

之设计是否适当，派工程师张君森于八月九日到茂，经现场查勘，八月二．十七日上报了《勘

查茂县第一区南北两五乡灌溉区报告书》。

专、县分设。茂县县政府分别成立教育科i建设科。 一

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

茂县县政府将教育、建设两科合并为教建科。

民国三+二年(公元1943年)

茂县县政府撤销教建科，分设教育科、建设科。

茂县四年资料中，1943年最长连旱日数128天。

民国三+三年(公元1944年)

茂县县政府奉四川省第十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三十三年五月十七日建字第

[563]号训令，为向省府建设厅拨借水力发电机一部，作茂县水力发电之用。并于五月三十

日召集机关法团士绅开会，决议成立茂县水电厂筹备委员会，由27人组成，主任委员唐佑商，

副主任委员何杰、王荣轩。同时决议募集股款叁佰万元。同年九月四川省水利局派员来茂县

为“状元桥水电工程”进行了勘测设计。．

，．民国兰十四年(公元1945年)

10月，茂县县政府将教育、建设两科合并为教建科。

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

松潘至汶川旱，什邡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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