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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写《德阳县水利电力志》，是为了丰富我县的水利、电力、水

产发展史的内容，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一是探索水利、电力、水产建

设与管理的规律，对今后的工作，借鉴以前正反经验j更好地发挥工

程效益，为农业增产服务，为社会发展服务，是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一项基础工作．

水利是我们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是历代兴邦治

国的重要课题，是全县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有收无收在于水，凡是

水源条件建设得好的地区，农业生产连续稳步上升。电力是人类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全国能源建设中的重要发展项

目，电是先行，是工农业生产建设的物质基础，凡是电力发达的地

区，工农业发展就快。水利和电力是促进商业繁荣，市场活跃，经济

发达，人民富裕。

《德阳县水利电力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原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科学态

度，运用新观点，新方法，凭资料撰写，基本做到：思想性，科学性

和资料性相结合，观点正确，史料详实，文风朴素，具有突出德阳县

水利、电力、水产建设的特点，。图文并茂，是德阳县第一部新水利电

力志。

德阳市市中区水利电力局

．1986年12月



凡 例

一、本志上起19j2年，下迄1985年。对水旱灾害记述达到Z488

年．

二、全志按篇、章、节、目，依次记述，详近略远，详异略同，

突战重点，系统地展现出水电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采用语体文，以记为主，图表兼备，对引用档案资料和

碑文、堰簿，坚持忠于原著。

四、乡、村名，以德阳县j983年地名录为准。支渠编号以省人民

渠一处．1984年编号为准。

五、历史记年均以当时年号，并在括符内注明公元记年，保持全

志统一。
’

六、数据力求真实可靠，以统计部门数据为准。

七、资料来源于省、地、县档案馆，省人民渠一处、二处和本局

的现有资料，同EI寸，。征博采，走访知情人员，尽量作到资料的真实

性。

八、德阳县水利分布图、河流图、电力线路图、水产图，以简明

示意，一事一图，一目了然，均安排于各篇之中，以便了解各乡水

利、电力、水产的概况。

德阳市市中区水利电力局德J5H币币甲匹水利电刀局

J 986年．12月



概 述

． 水利电力志分为大事记、自然条件。机构设置、水旱灾害、水利

建设、用水管理、电力发展、水产、水费等篇和附录二

在大事记中，收集了从民国元年到j985年当中，水利电力机构的

变迁，水利、电力，水产的发展，用水、用、电管理、渔政管理、重大

水旱灾害。 一

一

自然条件，德阳县的地形地貌，降水量和自然蒸发量，绵远河、

石亭江、凯江的河道变迁，重大水灾，绵远河的沙石资源，凯江的水

力资源开发，以及三条江河的治理，修建56．6公里固定防洪堤，减轻

了洪水危害，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恢复了上万亩耕地。

机构设置j在清朝时期，全县是小埝田，官府无管水机构，全靠

群众自修自管，修埝是棚佚制，放水是乎梁制，固定不变。民国时．乇

期，由县政府建设局，第三科、教建科兼管水利，民国29年成立县水。

剩委员会。‘：．建国后，由县人民政府建设科、县水利委员会、·理5_6年成

立水利科，王058年称农水科，。。均59年合县后称农水局、!．964年成立水

利电力局o ，一 、

J．‘

’7 ．’，．∥、

’、：水旱灾害，记述了近五百年洪早灾年，其中从1488年到1985年，

有水旱重灾年份是：·清顺治五年，赤地千里，1人逼食草根树皮。民国。

终年特大旱灾，江河断瀛，．赤地百里，草根食尽，。斗米十金广分金难

卖蒋枣。民国2p年，特大水灾：三条江河都涨水，多处河床改道，灾情

惨重，德阳东平桥上栏杆两段被洪水冲毁，旌阳乡枣子树半边街被洪

l



水冲毁。建国后在．i 964年7月21日大洪水，绵远河上游降雨21 7毫米，

三条江河都涨水，来势猛烈，迅速突然，馏河两岸受重大损失。

水利建设，建国以前的水利工程是挖泉引水，栏河扎埝，堵溪

截流，修建埝塘，筑冬囤水田以及挖泉凼车水和扎筒车，这种小型水

利工程维护了千百年。建国初期，发动群众，大搞小型水利，整修埝

塘3949口，兴建水库46座。从1 955年开始大修大型水利工程，人民渠

r(原宫渠埝)四，五、六、七期工程干渠，修建27条支渠接通i 8|莓道民

埝，32座水库，2，552翻埝塘．，经过36年坚苦奋斗，，全县50万亩水田

有42万亩是大型水利工程灌区，占水田总面积50万亩的84％，水和条

件初步改善，成为．鞫川的商品粮蓦地之^．．冬水田从195,0年21．7．万亩

蓟重9舶年0．g万商，其中挖干2_f万膏改为褥季国．单地变水母净增’

l 0．艿万商．

用水管理，建国前后，用水依照占有水分(权)。分水依照平梁削

度。修埝依照棚侠制度，重954年推广一把锄头放水制．从l 955年开始．，

平坝灌区实行轮灌，按亩配水，东山灌区和罗江灌区鼠1982年开始实行

计量罔水，弓l瞽结合，以蓠承为主，一蔓六月为春永，七至1 2月为秋

水，基率供水定额春水每亩200立方，秋水每亩800立方，分配的定额

用水量不足使用，再增加水量即算超计量用水。全县各方来水的有效

水量为5．4亿立方，水旱农作物朗需水量为6．2亿立方，尚缺有效水量

o．8亿立方。解决可靠水源的最佳方案是、兴修青平和红岩水库，继续

整治好德阳灌区内27条支渠，1 92道民埝，上万条放水沟渠舶防渗漏三

面光工程。人民渠四、五，六、七期工程干浆由省人民壤一处和=处

管理一2了条支渠由县上设立平坝、东出，罗江等3个水电管理所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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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发展，在民国35年德阳城关开始用电，。当时光裕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在东街关帝庙内安装一台80马力柴油机$t125千瓦发电机，那时

期电灯不亮，人们称之为“红桴炭，，，：。千百年来农村一直是油灯照

明，水碾水磨，农田缺水多用人车、牛车、筒车来车水。建国以来，先

后兴修小水电站31处?≯’装机容量56台矗1 55于瓦。．机电提灌拥有量为

2，560台37，778马力，其中电灌为1，552台20，1 8 3千瓦．机沉井1，070口。

全县54个乡(镇)，占总乡数的100％，377个村，占总村数的100％，

接通了国家电网，工业用电，农村用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水产生产，建国前后以天然养殖为主，在1958年以来发展人工养

鱼，渔业开始得到较快的发展，成鱼年产量由1950年豹2Zi万ff"发展到

重9髓牢韵29t万片。养鱼面积达到：稻圈养鱼2，4万商，．埝塘、水库稀

人工专业养鱼池2．子万赢，，其中商品鱼基地基瓤商。养殖品种弓l进了草

鱼、青鱼、花白鲢鱼、白鲫鱼、岁非龟、革胡子鲶鱼等，同时发展了

本地鲤鱼、鲫鱼，养鱼生产成为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有效门路。

全县种藕面积已发展到1，400亩，到t985年鲜藕产量为102万市

斤．

德阳市市中区水利电力局

1986年i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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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县水利电力大事记

民 国 时 期

一九_二年(民国元年)
。

民国元年，民国建元，县设知事公署，县知事综理县政兼管水

利。

一九二五年(民国l 4年)

民国14年特大旱灾。5、6月罗江、鄢家、白马关等乡具旱呈

文称， “自去年冬干春旱，夏日似火，炎风灼人，草木焦黄，田坼地

裂，井泉烟生，尘灰满天，十里无水。小春干旱，禾苗如薪，斗米十

金，尚难购求。江河断流，赤地百里，田塘成弃土，饥而兼渴，从古

罕见。田野毫无青草，饿殍遍地，饥饿四起。父子离散，十室九空，

死亡相继，草根食尽，树皮代粮。若再无雨∥分金难买滴水”。

一九三四年(民国25年)

民国25年特大水灾。石亭江洪峰流量为3850立方米／秒，河宽千多

米，一片汪洋，沿江一带冲毁田地达l千余亩，房屋I 8院。

6月23日绵远河上游降特大暴雨，洪峰流量为3840立方米／秒，

属百年一遇的大洪水，当无德阳未下雨，绵远河洪水猛涨，德阳东平

桥栏杆石上翻水，打滥两孔桥栏，从东平桥到枣子树前面两公里水深

2米多，原旌阳乡枣子树是半边街，房屋全被冲走。这次大水共冲毁

了2千余亩田地，洪水淹没l万多亩，淹死不少人畜。

一九三五年(民国24年)

4



民国24年，川政统一，改组县敢府，藏减教育、建设、

设第一、。第二、第三科i水制属第兰科． ．j

同年，’省上第一个拳剩概褥一一潮棚驾水利局诞生，，

长何北衡(德阳县罗汪镇入》兼任局长j ，。：j

公安各局，

由省建设厅

一九篓电绎《鼹圜黯年j》童。j．．。．

民国26年，大水灾．七恿连露大瓣薅嘛洪暴发j．河水猛涨，绵远

河洪峰流薰燕'J2810立方米／秒，汉次予民国2吝年大洪水：田禾房屋多被

冲刷，人畜多被淹死，黄许镇炭市坝滔入水泽中．，石亭江低矮地带是

一片汪洋，田地被冲毁，房屋被淹。 ．j

一九三少k年(民国2j『筝) ‘

民国27年，雨水特别多．原岁江县修治护城河堤，每日动用民工

i 20人，经过25日修成竣工。

德阳：7—8月，天雨绵绵，山洪暴发，河水陡涨，交通断绝。

罗江当年雨量高达221 6毫米，其中7月弓鹃毫米，8月5‘79毫米．，9月

388毫米，jo月437毫米。雨量之多，雨日之长．，均为历史上所罕见

一九四0年(民国2黟年》

民国29年元月21 El，德阳县水刊委员会成立，由县长周德修兼任

主任，聘请县绅黄月清(留日本大学生)县府第三科科跃黄秉盈任付

主任。属半官方机构，从此结束了自舂域来官府无管水机构．，民办水

利的局面。

一九溺一年(民国30年》

民国30年，大旱灾．年降雨量为吝56毫米，与常年比较，减少

艿。一70％，降雨量之少，为历年所罕见。在5—6月栽秧期德阳地区

降雨22毫米。罗江地区更少仅降雨jo毫米。平均气温高达27—5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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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常年偏高§一互0度。田圹千濯，泉埝断流：小誊干死，大春羌水栽

秧，旱灾目趋严重，粮价飞涨，民食维艰，老弱妇女和小人，。逃荒要

饭。当年旱粮损失』／3，水稻少栽十多万亩，损失40％，灾情之重

仅次于民国2缚大旱灾。
‘

、 6月，省政府兼理主席张群，训令省水利局勘办德阳县陈家埝与

广汉县范埝水翻纠纷伤毙人命案。
。

， 7月9日早晨7时，县长周德修电告省民政厅‘，呈报德阳旱灾情

况i12项，其中第六项称带7月7日由罗江至王家大山，有百多饥民，

窜拢副德阳袁家乡，将成都平价委员会和农业仓库之米百余石劫掠以

去”。第八项称搿7月6日黄许镇被劫之一部份军粮，应由区乡及县

府负责”i ， ：。“‘

i _九四二年(民国51年)

民国5．2年，德阳县势手册载：德阳幅员面积上200平方公里(罗江

590平方公里)，耕地面积88万亩(罗江40万亩)，其中水稻面积57万亩

(罗江I 2万亩)，埝塘5 000多Vl(罗江3000多口)，泉埝i 64道，泉凼·

4800口。人L1 34万(罗江1 5万)。

6月，母猪埝高低沟争水纠纷连讼百年未解决好，由县长龚万材

上报省政府主席张群，争水纠纷日益扩大，县政府派法警一队持枪驻

埝防守，用咨镇摄，所幸7月1日天降大雨，一切纠纷暂告解决。

1j月，瘴子埝工程兴修进水闸和仙女洞绵远河条石坝，贷款240

万元，省水利局派工程师徐泽南修建。于民国52年6月完工放水，

同年8月洪水冲毁大坝数丈i 。

12月，野坝埝工程兴修条石滚水坝，贷款525万元，省水利局派

工程师吴际春修建。于民国弓2年1 i月全部工程竣工。在民国5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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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坝埝滚水坝下右侧海漫被洪水冲毁。⋯

一九四五年(民国54年)

民国5 4年，8月底连续3昼夜大雨不止，平地起水，凯江洪水泛

滥，8月弓!日原罗】i工县城东南门外水深齐房檐浅处三尺，居民无法举

火，沿河畜物漂流，房舍倒塌，沿河碾奢冲毁，田亩变为河滩沙石堆。

原罗江县受灾严重有万安、罗江、蟠龙、鄢家、略坪、文星、大

井、白马关、宝林、河清等．{o个乡。德阳县有旌阳、黄许、八角井、

景福、袁家、寿丰、双龙、杨加等8个重灾乡。

“ 。

“一九四六年(民国55年)

民国55年，创建光裕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在德阳县东街关帝庙安

“装80马力柴油机和25千瓦发电机发电，架通东、南、西、北四街送电

线路，德阳县城首次用上电灯。于1 948年倒闭，设备封存。

建 国 以后

。 一九五0年

建国初期‘≯水利工作仍沿照旧制，由县火民敬府建设科．管水利工

作。

1_!月，德阳县召开第一届水利代表会议(次年罗江召开)选举县

水利委员，由县长申秉钧兼任主任。建没科负责人谢子星任付主任。．

一九五一年

从本年开始在全县范围征收水利粮。

”王o_月厂罗江水电严在罗证张家弯建成发龟站，装机鸯量24千瓦，

罗江镇首次用上电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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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二年

4月，德阳电灯公司正式成立，于1 95 3年改为德阳地方国营电

r o

一九五四年

4月，在德新乡以同泰米厂的煤气机改烧木炭，作机器抽水示

范，是我县首次使用机器抽水灌田，农田抽水使用抽水机从此开始。‘

5月，推广一把锄头放水制，从此实行专人放水。

7月2 6日，凯江涨大洪水，通江乡金锣桥洪水位高7．6米，罗江

东大桥洪水位4．8米，洪水封矫洞，罗江城的东、南、北三面淹成水

乡泽国，被洪水包围，一片汪洋，关闭城门堵水。

j1月，开始试点修建山弯埝塘，接着开始修水库，提高丘陵地区

抗旱能力。

一九五五年

大旱，5至6月上旬雨量为2I毫米，较常年减少70％的雨量，圹

埝干涸断流。5月20日德阳县以大汉乡旱情严重情况通报全县，动员

抗旱。原罗江县长苗清和等发动机关干部和各行业、部队上千人用水

桶、洗脸盆、水车等抗旱，在葫芦咀组织1 08架水车，在天台山组织

48架水车，这两处都从凯江车水翻：U抗旱。东山、罗江等丘陵地区，

人畜吃水也很困难。

5月，凯江水量大减少，罗江和鄢家两乡在沿河一带的筒车，因

水少不能同时转动，互不相让，引起争水纠纷，发生诫斗。双方出动

数百人打群架，互相打伤5 0多人。层i罗江县政府出动公安民警队持枪

前往制止。

9月，兴修人民渠四期支渠工程，从2 9号支渠到54号支渠，共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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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支渠，灌溉平坝地区“个乡25万亩农田，由小埝田变为大埝田。连

通i 92道民埝，将上万道分水平梁霞除，改为用斗门分水，便于加强

用水管理，调剂水量。

．f 1月，兴修人民渠四期干渠工程，我县从马尾河经孝德、齐天、

稻隆到绵远河，全长工8公里，全部工程于1956年2月完工通水。

一九五六年

德阳、罗江两县分别成立水利科。

王。月兴修彭家坝水库，蓄水540万立方米。于i 957年春完工，是

全县最大的水库。

i 1月，兴修40号支渠工程，灌溉孟家，旌阳、东河等3个乡9，千

余亩农田。

一九五七年

5月l目，杨嘉乡薪生发电站建成发电。

7月6日，特大暴雨，德阳j 5-；毫求，罗江j 7 j毫米，山洪暴发，

寿丰齐家埝沿岸，东河乡小河坝等灾清严重。德安乡罗汉场全驽淹水

5市尺多深，长达两小时。御蓉场；驽上淹水l天多深，其i尚’j‘e0多产

被淹没。

l oll，兴建水库6座，有：石庙子、五里堆、白土地、张家弯、幸

藕、、东狱庙等水库予次年完工。

．罗江水电厂迁南寺滩修建水力发趣站，装机容量48千瓦，发电洪
瘟雳眭镇上用吨，母

。一 一九五八年 、一’。j⋯

2月，兴修人民渠五期工程于渠，从接四期工程干渠，由双龙良

延伸8．7公里到红岩寺下面，筑临时马差竹笼工翟平交横渡绵远河，
1_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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