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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地区志·水利电力志》和水利、电力二册工程分志，经过十三年的努力，

完成编纂即将出版，这是地区水利电力局和铜仁供电局携手合作、共同努力的结

果。是全区水电、供电系统的一件大事。借此机会，向编委会、编辑组和支持这项

工作的单位和同志们，并向为发展铜仁水利电力事业呕心沥血和洒下辛勤汗水

的同志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该志书通过对大量资料的系统整理、科学分析、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前人和今

人治水办电的指导原则．，开发治理的方法，以及取得的实际成果和经验教i)iI；全

面记述了铜仁地区水利电力事业的发展和生产经营。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是

“存史、资治、教化”的工具书，不仅有利于当代，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

铜仁地区自然条件复杂，水旱灾害频繁，是一个正在开发的贫困农业山区。

‘自古以来，在这块热土上就有治水活动，但发展缓慢，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时，水利设施仍然很少且简陋，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低下，电力事业基，

本上没有发展，人民处于极度穷困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区各族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克服千难

万险，奋发图强，大力兴修水利，根治水害和积极发展以小水电为主的地方电力，

取得了巨大成就。该志书如实地记述了铜仁地区采取小型多样，以蓄为主，蓄引

提相结合，努力扩大农田灌溉面积的光辉历程；记述了解决城乡人畜饮水困难的

情况；记述了利用丰富的水能资源，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壮大的地方电力事

业的发展；记述了治理和防止水土流失、水政管理、水利经济等方面的成就，为我

们借鉴历史，开创未来提供了难得的著述o

水是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不可替代的资源；电是发展经济，一

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最现代的能源和“先行官”，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人们对

水资源和电力的需求将更为迫切。我区现有水利设施还未充分发挥效益，农村

电气化水平仍然很低，水利和电力二大基础产业的建设任务任重道远。愿该志

书能给全区水利、电力工作者提供借鉴，为水利、电力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铜仁地区水利电力局局长贺洪生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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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地区志·水利电力志》和二册工程分志，经过十三年的辛勤耕耘，现已

编纂完成，就要陆续出版问世。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是铜仁供电局和地区水

利电力局鼎力合作，共同努力的一个重要成果o

铜仁地区的电力事业1947年始，用一台汽车引擎带动24千瓦发电机的小

火电，水电尚属空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霄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

的领导下，得到迅速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其成就

更是令人瞩目。电站的建设规模由小到大，输、供电电压等级从低压直供逐步提

高到35千伏、110千伏和220千伏，地区和县城供电，从孤立运行的水电网络，

发展到有火电调剂，进而与国家电网联网运行。现在，一个体系比较完整、布局

日趋合理、管理逐渐完善，具有一定规模的110千伏输电线路为骨架的全地区电

力网络已经形成。全地区发电装机容量已达14．97万千瓦，其中水电装机容量

11．22万千瓦，年发电量达6亿多千瓦时，有35千伏、110千伏和220千伏输电

线路长1458．24千米，相应的变电设施容量51．94万千伏安；玉屏、铜仁、江口三

个县市实现了农村初级电气化；各县电网长期缺电的状况得到扭转。电力在全

地区国民经济中和水利一样，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在为脱贫致富、富民兴

铜作贡献。

三册志书，是新型的专业志和工程志，它运用新方志的体例，坚持中国共产

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用丰富、翔实的资料，实事求是的

记述了铜仁地区水利、电力事业艰苦创业的发展过程和丰硕成果，有成功的经

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展现出全地区各族人民和广大水利、电力职工卓越的创造

能力和勇于拼搏的精神风貌，涌现出大批治水办电的当代愚公。该志集资料性、

专业性、科学性和思想性于一体，突出了时代特点，专业特点和地方特点，能起到

“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十年磨一剑，终将事有成。值此出版之机我们对编辑组全体同志的辛勤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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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二局各单位和各县、市、特区水电局、供电局、电力公司、各水利电力工程单位

以及全体同仁，特别是一些积极提供资料、大力支持修志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

谢。

铜仁地区水资源、水能资源，河网密度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而我们的开发

程度还较低，前进的步伐还应加快。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改革的大潮一浪高过

一浪，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到来，通过修志，总结经验，继往开来。愿全区各族人民

和水利、电力工作者，在今后长期的水利、电力建设中，谱写出新的历史篇章，创

造出更辉煌的明天。

铜仁供电局局长李家琦‘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口俘



铜仁地区志·水利电力志

凡 例

一、《铜仁地区志·水利电力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贯彻详今略古和求实存真的原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记事时间，上限水旱灾害自秦汉，水利工程自元代，电力设施自民

国，下限断至1990年；个别连贯性强的事物适当延伸，大事记延至1998年9月，

并将1991～1997年水利与电力的建设、生产简况编人附录。

三、因本志有配套的《铜仁地区水利电力志·水利工程分志》和《铜仁地区水

利电力志·电力工程分志》，所以篇章中均未设工程简介。

四、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沿用各朝代纪年，在括号内注以公元

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大事记各年均加注干支纪年，农历

逢闰年时，括号内注以闰o

五、数字书写、度量衡计量单位(除灌溉面积沿用习惯亩)和标点符号均根据

国家有关规定使用。

六、本志资料来源，以地区水利电力局、铜仁供电局的档案和地区统计局、档

案局的资料为主，各县市特区水利电力局、供电局、电力公司和地直有关部门提

供了不少资料，有的资料由基层单位、厂矿、工程站、所和当事人提供。对有的数

据因出处不同或统计口径不同而不一致的，均根据二局年报、地区统计局资料进

行考证后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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