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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永福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北与桂林市接壤，东与阳朔、荔浦县

毗邻，西衔融安，南连鹿寨。全县总面积2 805．9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共33．19

万亩，其中水田面积25．87万亩。境内地形复杂，河流纵横，是一个雨量充沛，

气候温和，物产丰富，风景宜人的好地方。建国前，永福的水利设施十分简陋，

农田灌溉主要依靠临时性的木桩卵石堰坝及筒车、脚踏水车等灌溉机具。电力

建设更是白纸一张。农业生产力低下，人民生活极端穷困。1950年，全县水利

设施的有效灌溉面积只有109 880亩，旱涝保收面积仅4．54万亩；没有一座电

站，没有一盏电灯。每遇旱涝之年，哀鸿遍野，民不聊生。

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级人民政府对水利电力建设均十分重

视。毛泽东同志曾反复强调“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电是先行官”。我县各族人

民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在历届各级人民政府的带领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筹资金，集劳力，修建了一大批水利设施和电站。至1990年，全县已建成各种

蓄水工程234座，总库容18 974万立方米；引水工程4 957处，正常引水流量

7．68立方米每秒；机电提灌工程293处，装机功率3 303．5千瓦；水轮泵38处、

40台。先后建成水电站16处，装机23台，总容量5 540千瓦。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在全县水电工程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全县人民奋力拼搏，克服重重困难，

建成了分布在我县南北的金鸡河水库、板峡水库和华山水库3座中型骨干水库。

1990年，全县有效灌溉面积达到23．17万亩，旱涝保收面积达到18．41万亩，给

我县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改变我县的落后面貌，全县人民特别是广大的水利电力建设者们，在水

电建设的奋战中，无私无畏，勇于奉献，有的同志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

们给我县的水利电力事业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功绩。

我县水利战线上的几位老同志编写的这部《永福县水利电力志》，是我县第

一部水利电力专业志书，它真实、全面地记述和反映了我县水利电力事业发展

的历史概貌，为我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积累、整理了宝贵的资料，为我县各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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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领导借鉴历史经验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我县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中，水利电力设施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

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仍然要抓紧抓好我县的水利电力建设，继续确保其“命

脉”和“先行官’’的地位。愿本书能为振兴我县水利电力事业，繁荣经济起到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覃正明①

1994年12月

2

①覃正明，中共永福县委副书记，永福县人民政府县长。



凡 例

一、本志取事重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下限为1990年，但有关建

国以前的水利水电工作，本着详今略古原则，亦适当上溯。

二、本志以类系事，以事设章。除概述、大事记、附录外，共8章、33节。

节以下以事立题，采用横排竖写的形式记述；概述从纵横两个方面加以记述，并

列于志首以统领全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采用记事本末体；志末附编后

记。

三、本志资料主要来自自治区、地区水利电力厅(局)，县档案馆、水利电

力局、统计局、民政局以及民间口碑资料、调查资料等。为节省篇幅，均不注

明出处，另备资料存档备核。

四、1949年以前，采用朝代年号纪年，注明公元年份；1949年以后，则以

公元纪年。志中所云建国前、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凡志文中

的“现有”、“现在”等词，均指1990年。

五、行政区划及地域名均用今名，有必要指出某一历史时期的名称时，则

注明当时名称。

六、地面高程，除另有注明外，均为黄海基面高程；计量采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七、本志文字一般采用规范简化汉字；数字按1986年12月31日《人民日

报》刊载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制定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

试行规定》，分别使用阿拉伯数字及汉字。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各种数据，均取自旧档、旧志，遇有记载不

一者，则取其中较为合理的；建国后的数据，主要以县统计局、水利电力局的

统计数为准。

九、本志所援引的史料中，凡有所谓永宁州、百寿县的，均指今永福县地

域。部分零星地区，如已划归别县，均不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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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今永福县，由原永福、百寿两县于1 952年8月合并组成。原永福之有治，

始于唐武德四年(621年)，历代相沿，迄今已。1 300余年；百寿建县，始于晋太

康初(280年)，称常安，其后备朝各代，屡有析置更名，民国20年(1931年)改

为百寿县。

县治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桂林地区西南部，跨东经109。36 750忆一

110。147 19”，北纬24。37’48”一25926’39”之间。东北与临桂县接壤，东南与阳朔、

荔浦县毗邻，西北衔融安，西南连鹿寨。县境东西最大横距63公里，南北最大

纵距90．5公里。全县总面积2 805．92平方公里，折合4 208 880亩。其中高山、

低山、丘陵占总面积的82．9％，平原占总面积的17．1％，是一个山区面积大、

平原耕地面积小的县。全县1990年有耕地面积33．19万亩，其中水田25．87万

亩，旱地7．32万亩。有8乡、2镇、97个行政村、1个街道居民委员会、1 920

个村民小组。总户数53 328户，总人口259 441人。其中农业人口234 764人。

有17个民族，汉族人口占87．67％。

境内西北部为大雾山，中部为天平山、大崇山，东部为驾桥岭。其中驾桥

岭属大瑶山系，余均属越城岭山系，山脉之间形成的狭窄的通道及小平地，是

湘桂走廊的一部分。天平山、大崇山将全县分隔成东西两半，并各向中间倾斜，

西北和东南高，中部低，四大山脉相连。这种地貌，给全县各乡的生产发展，提

供了不同的条件：西北部的龙江、百寿、永安、三皇及东南角的堡里等5个乡

(镇)，山峦重叠绵延，有的地区盛产林木，山峦之间形成狭窄走廊和小平地，宜

种植水稻；东南部的罗锦、苏桥、桃城、广福等4个乡为中低山和丘陵地带，其

中洛清江沿岸有冲积小平原，土地肥沃，地势较为平坦，除宜种植经济林木外，

还是粮蔗产区。

永福县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据1957—1990年连续34年的资

料记载：气温以1月为最低，平均8．2 C；7月最高，平均27．9‘C。极端最高气

温38．8C(1963年9月3日和1990年8月23日)，极端低气温一3．8℃(1963年
1



1月14—15日)，年均气温18．8℃。年均日照时数l 545．2小时，年日照百分率

为34．1％。年均相对湿度79％，年均蒸发量1 583毫米。全年无霜期平均313

天。年均降雨量1 934．4毫米，最多年达2 750．6毫米(1977年)，最少年l 441．2

毫米(1963年)。但是，降雨在时空上的分布不均，多年平均3—7月的降雨量为

1 461．9毫米，占全年总量的75．6％，其中6月是一年降雨量的高峰月，降雨量

为349．2毫米，最高达1 126．1毫米(1977年)；9月一次年2月降雨量多年平均

为472．5毫米，占全年总量的24．4％。因而水旱灾害时有发生，特别是秋旱，为

县内农业生产最主要的自然灾害。

县内河流以洛清江为主干，其一级支流有：相思江、茅江、西河、大邦河、

矮岭河、九槽河等6条。全县集雨面积1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共53条。集雨

面积共4 396．03平方公里(包括外县流入的1 590．11平方公里在内)。多年平均

径流量55．79亿立方米(包括外县流入的20．18亿立方米在内)。水能资源理论

蕴藏量为31．39万千瓦，可开发量5．47万千瓦。

建国前，永福县的水利设施，主要是在大河及山溪两岸修建临时性的木桩

卵石坝、干砌石坝，壅高水位开渠引水，或推动水车提水灌溉，或带动水碓、水

碾、水磨打米磨面，也有些山塘。据1950年调查统计：全县临时性的简陋的水

利设施灌溉面积为109 880亩①。民国31年(1942年)7月，兴建了金鸡河重力

坝引水工程，设计灌溉面积3．3l万亩，是当时广西最大的灌溉工程之一，但至

1949年尚未通水灌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党委和政府十分重视水利建设。

1950一1952年，主要是修复原有水利设施。1951年2月，中南军政委员会

拨大米43．97万公斤，专项修复金鸡河灌溉工程，翌年，有效灌溉面积达到4 002

．．．L

田。

1953—1956年，根据中央提出的水利方针，贯彻以小型为主、民办公助的

原则，年年派出干部下乡紧密结合中心工作发动群众，因地制宜地大力兴修水

利。这期间，以自然屯或行政村为单位，修建了一批小型堰、坝、沟、渠、山

①此灌溉面积数系县水电局档案资料中统计的数字，经询熟悉情况的老水利工作者，

认为切合实际。据桂林地区水电局1 981年8月编印的《水利资料汇编》(1950—1975年)，

永福县1950年的有效灌溉面积为4．89万亩，保证灌溉面积为4．54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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