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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县水利志》从收集资料到编纂成书，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水电部门的领导和修志

它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现在，这本志书终于出版了。它虽然尚不尽完善，可能还有

，· J

缺点和错误，但它确是威远县第一部水利专志。这部志书，比较系统地反映了威远县的水
1’

利、电力，水产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记述了建国以来，全县人民艰苦奋斗兴修水

利．电力工程的业绩和经验教讨II。水利志的修成，不但总结了威远人民多少年来水利电力建

设的成果，为继续从事水电建设的人们提供借鉴，还可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乡土

教材。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威远县的水利工程极少，工农业生产全凭人，畜力操作，

生产水平极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领导人民，从全县的自然地理及水资源的

实际出发，积极从事水利电力建设。现在，水利工程遍布全县，保灌三十六万三千多亩农

田，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农民生活大大提高，同时不断开发利用水电资源，加上国家供电，

电灯照亮千家万户。为此，我们不能忘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I不能忘记水利工程技术

人员的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夜以继日倾注的心血，不能忘记劳动人民战天斗地，付出的辛

勤劳动，不能忘记在发展水电事业的曲折征途中的经验教训。

我县的水利事业，还不能完全适应搿四个现代化一建设的要求，电力供应目前还较紧
’

张，渔业生产也还需进一步努力发展，这一切都展示着今后的艰巨任务，今特为序，寄希望
●

予未来。 !

一九八七年元旦于威远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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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修水利是发展工农业生产和保证人民生活用水的大事，也是防御旱洪灾害的先策。

多少年来，广大农民兴修有小型塘堰，并沿威远河使用筒车提水灌田。特别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共威远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率领全县人民贯彻中央和省委水利方针，修

建了不少的水利工程，不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在工业用水，生活用水、防洪减灾，

渔业生产，综合经营等方面，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效益十分显著。

值此盛世修志之际，通过大量资料的系统整理，科学分析，真实记载，编纂成志，这对

于了解和研究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利建设的成败得失，并借以提供教材，教育干部，教育

群众，教育后代都具有重大意义。为此，我们根据中央关于编写新的地方志的号召，按照县

人民政府的部署，组织力量编纂《威远县水利志》。

为编好本志，我们除查阅档案，参看史籍，座谈采访，实地调查外，在写出初稿后，即

请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多年从事水利工作的老同志，以及本局各股室的负责同志进行审议，

根据审议中提出的意见，进行了重查重写。二稿完成后，除再次进行了更加广泛地征求意见

外，并请省市水利志和县志编辑部领导进行了审阅，根据大家所提的意见，于1986年底，又

进行了第三稿的改写。在此过程中，承上级主管部门和省市水利志及县志编辑部进行指导，

特别是中共内江市委书记傅运鸿同志题词，中共威远县委书记倪念亲同志作序，对我们的鼓

舞很大，特表示衷心地感谢。

通观全志，如获菲薄收益，便是书志目的之一，如有成效之处，我们则胜利不骄，缺陷

之处，将弥补不馁，立志总结教训，继益遣害，为在新的长征中进一步振兴威远县的水利事

业而努力奋斗。

威远县水电局

一九八七年二月

．~复t参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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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除概述和大事记外，各章

用历史文献外，均采用语体文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日前后。

的为依据，

一律苍

对有关粮食产量及耕

查和采访口碑。 采用的资料，经

人证、物证，书证，理证，予以核实，有不同说法者，经查对，以求准确。

西 编写方法 ． ．一一

(一)突出地方特点与时代特点，掌握事物的本质，重视资料价值，古为今用，决定取

舍。正确反映历史发展的真实面目，突出人民群众的治水功绩，实事求是，述而不论，寓褒

贬于记述之中。

(二)关于经验教训，寓于事物发展的起伏之中，不作总结式的概括归纳。

(三)关于人物、采取以事系人，既见事物又见人。

(四)对数字的写法-词汇和成语中的数字、历史年代和农历月日，用汉字书写，公元

世纪，年代及年月日，表格中的数字和百分比，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引用法规和重要文

献，其中数字书写一律照录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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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口水库枢纽 长沙坝水库大坝

河口水库大坝 菜子沟水库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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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坝水电站机组一瞥

鱼种场一角

家鱼人工催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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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石水库枢纽 河口水库荣获的国家

水电部铜牌奖

‘黑黑
联合渠团鱼凼渡槽 联合渠鸟鱼槽倒虹管



渠道输水

库区巡视 葫芦u；：吧审机组



船石水库水上旅游一角

船石水库宾馆

河口水库喷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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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威远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地处北纬29022’至29047，，东经104016，至104 053 Po正东接

冉江县，东北连资中县，西北与仁寿县接壤，西南与荣县交界，南与自贡为邻。幅员面积

1287平方公里。1985年底，全县辖7个区，60个乡，5个镇，589个村，4995个组，有671113

人，其中农业人13571846人，耕地面积566408亩，其中田279737亩，土286671亩。

县境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北部包括山王，新场、越溪三个区和镇西区的庆卫，永兴

两乡为低山区，幅员面积760平方公里。东南部的奉龙、新店、龙会三个区及镇西区的大部

份乡为丘陵区，幅员面积527平方公里。

威远县历代多灾，其中以早洪灾害尤重。
’

农田水利，在民国以前，除极少数利用溪流池塘蓄水，及沿威远河使用筒车灌溉外，余

皆依赖天然雨量。辛亥革命后，水利工作在民国24年(1935年)前(即四川实行“防区劬" ．

时期)，县衙虽有第三科兼管，但多系解决水利纠纷，办理水利工程建设事务甚少。及至民

国24年川政统一后，县始强调兴修塘堰，规定年收租谷在20石以上者，应各单独掘塘一日，

小溪两旁得筑堰蓄水。但民国25至26年(1936"-'1937年)，全县连年大天干，农民生活无

着，掘塘蓄水工作受到影响，建设的数量甚微。民国26年，四川省政府颁发兴办水利给奖章

程，农田水利贷款暂行办法大纲及细则，以鼓励兴修水利，当时第一区虽已成立水利工程协

会进行兴修水利，但其具体内容多以加高田塍为主，掘塘工作进展不大。民国28年(1939

年)，县府发出凿挖塘堰的布告，并向川康水利贷款委员会提出贷款计划，但未能落实，兴

修塘堰仍然不多。民国31年(1942年)，县府成立水利委员会，并采取强制办法进行凿塘。

民国33年(1944年)，全县各乡镇都成立水利委员会，并制定章程呈报县府。之后，每年都

制定办法强调各乡镇贯彻执行。但是，到民国38年(1949年)底，全县的山平塘连同民国以

前的，总数仍只4666口，总水量1242万立方米，有效灌面5900亩。河堰的建设，在民国26年

(1937年)时，只有70道沙堰，其高度一般均只5市尺，结构多是块石作底，装沙包重压其

上。这种沙堰每年均被冲垮，又重修，结果蓄水少，渗漏大，且无固定蓄水量，灌田甚少。

及至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沿海盐场相继沦陷，全国军需民用的食盐多靠川盐供应。白贡盐场

为了用船支运载大量的威远煤到自流井烧盐，川康盐务管理局于民国29年至33年(1940一-

1944年)，在威远河上修建了8道双堰船闸。工程竣工后，河上原有之堰，除黄石板等个别

的外，其余的全部失效。后来，各地又兴修了部分堰后，到民国38年(1949年)底止，全县

的石河堰共22道，总水量65万立方米，有效灌面200亩。威远河在修建船闸堰后，虽对自贡

盐场的增产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因水流平缓，原有之筒车全部失效，故又由川康盐务管

理局负责，在威远河上游的右岸起水，于民国30年时开始修建了一条灌溉渠道，为讨好当时

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就用他的名号孔庸之命名为“庸公渠力，该渠长17公里，建

有木渡槽等重点工程，全渠耗资不少，但发挥效益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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