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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1例

《玉溪市水利志》，似马克思主义、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四项基本原贝Ij为准

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编纂的一部具有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的专业志。 ，

一、本志取事，上起1276年(元代至元十三年)，

下至1985年，部份章节根据需要，适当上溯。

二，本志以类系事，以类分篇，以事立章，全志

共五篇、二十三章加概述和大事记，除概述从纵

横两个方面统领全志外，其它则以篇设章，章下

设节，节下有目，分为四个层次，逐层统属．

三、本志资料来源t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前的历史资料，主要来自省，地，市图书馆及档

案馆和碑记I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资料。主

要来自地，市水电局档案资料，部份为实地考

查。少量为口啤资料与实物核对。

四、1949年以前，以朝代，国号纪年，后注公

元年号I 1949年以后，采用公元纪年。

五、各个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及地域名称，

均辨用旧名。括号内加注今名。

六，本志凡简称矗党弦的，均指中国共产觉·

见称·党支部一．膏党委一，搿县委劳，“地委，，

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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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弦的，均指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

七，本志地面高程采用黄海高程系。计量采用

公制。流量采用秒立方米。农作物产量采用公斤。

八、本志文中的数字表达，以合乎习惯，方

便阅读、节省篇幅为原则。灵活采用汉字和阿拉

伯字。 ．

， 九，本志除正文外，随文配以图，表、附

录、存文。 t



序

编修地方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蝙写水

利志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西汉司马迁鳊写《，史

记·河渠书》起，至会已有两千年之久，后来叉有江
河专志和水利专志，错《水经注》，《行水金监》，．

以及民国时期的《江南水利志》等。江河志、水利志

在地方志中历来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和相当的份量·亚

且在’水利事业的发展中都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o

‘《玉溪市水利志》，是我市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水

利专志，而且是社会主义的新型专志。它的鳊辑出

版i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迫切的现实意义， 、．．

玉溪市人多耕地少、水旱灾害威胁很大。发展水

利建设，改善生产条件，精耕细作，集约经营，是玉

溪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玉

溪各族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

绝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毒就。全市建成了一大批水

利设施。从根本上改变了水利面貌，为工农业生产的

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我市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主要是靠科学技术

发展了生产力，但如果没有多年来水利建设的基础，我

市工农业生产也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高的水平。因此，

．把全市水利建设的历程如实地记载下来，把经验教训



客观地反映出来，不仅可以为当今水利建设提供历史

借篓，也是为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前我市农村形势很好，但农业的发展面临一个

后劲同题。农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增加新的投入，

增添新的物质基础。农业增加投入的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加强水利建设。《玉溪市水利志》搜集了大

量的、系统的历史资料和现实资料，汇集了水利建设

的大量信息，这就寿各级领导和水利部门进行科学化

决篆和管理提供了依据，为水利工作适应新形势，转

轨变型，全面服务，提供了历史的借鉴和现实的依

概总之，它必将充分发挥“资政、教育，存史弦的
作用，为进一步发展水利事业，为我市工农业生

产的发展和“四化∥建设作出贡献。

我感谢《玉溪市水利志》编纂领导小组和编辑小

纽的同志们，在市水电局的领导下，历尽艰辛，费时

两年，三易其稿，终于编写出了这部资料翔实、内容

丰富、文风扑实、符合志体、可读性强的社会主义水

利事业专志。我希望全市编修出更多的较全面、较系

统的专志，为建设玉溪、振兴玉溪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冯维镒

1987'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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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一

定意叉上讲也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兴修水利，抗御禾旱

灾害，是人类生存繁衍的重要条件，是历代兴国安帮

的幽要措施。翻开历史上的志书，都记述了不同时期

水jFl事业的发展。我们的祖先，不仅给后代留下了许

多足埙自豪的水利工程，菇润着祖国大地，哺育世代

炎黄子孙。又用我们独特的修志优良传统，把治水的

宝贵经验留传下来，为后人所鉴。

玉溪水利，始于屯田，兴于明清，民国续之。建国域

后，蓬勃发展，高峡出平湖，旧貌换新颜，东风碧嵌

万顷，渠系配套，排灌自知，挽灾能力增强。农业兴

旺，人民安居乐业。当前，正是“蛊世修志"的大好

时机，我们继承我国几千年来的民族文化传统，在

省、地等上级水利部门的指导下，中共玉溪市委，市

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玉溪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帮助

下，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编写《玉溪市水利

志》，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为

开创社会主史现代化水利建设新局面提供有益的历史

借鉴和现实依据。

《玉溪市水利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叹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为准绳，用辩证唯物主叉的

宴嘞、硬．点和方法，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



统一。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矽古为今用，

立足当代的原则，追溯历史，上限不限，下限至1985．

年，门奏横排，纵述史实。以玉溪市地域为经纬，水

利事业为中心，浓墨重彩尽量讲透，客观地反映治水

规律和成败得失。
、

于1985年3月开始组织力量，查阅档案，座谈采访，．

实地调查，现场勘测。征集拍摄。1986年11月完成初

稿，邀集地市有关部门审议，提出了许多保责意见。

1987年2月，玉溪地区水利局召开了各县水利志壕写

工作会议，亚邀请省水利厅，生‘河洲，嵩明、弥勒水

羽志专家、学者参加。此会上，对我市《水刺志》初

稿进行了评议，叉提出了更为可贵的意见，我们再次

进行了反复修改。其间2年另5个月，最后经玉溪市鳊

委审定验收，刊印成书。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又缺乏修志经验，加之历史档

案资料残缺不全，在编纂过程中，虽经多次修改，仍难

免有道漏和讹误之处·我们恳切希望广大读者、专家

和水利工作者给予指教帮助，以便再版时修改。

张正荣

1987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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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玉溪市是以轻、手工业为主的新兴城市，云南对外开放城

市之一‘人民勤劳智慧，能工巧匠辈出，水利建设效益显著，

生态环境良好，农业生产水平较高，盛产优质烤烟，卷烟工业

为国内一流水平。近年来，随着水利效益的发挥，开发能力的

提高，建设步伐的加快，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

善。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达68121万元，人均2337元，国民

收入63212万元，人均2187元，财政收入3403万元。人均117元，

在省内均名列前茅。农民人均纯收入526元，年末城乡人均储蓄

310元，居全省第二位
。

玉溪市地处滇中，位于东经102417 7至102。417，北纬24’

18t至24。32"之间。东与江川县相连，北与晋宁县接壤，西南

与峨山县交界，东南与通海县毗邻。市境东西最大横足P_40．5公

里，南北最大纵距44．5公里，总面积1004平方公里，折合市亩

为150．6万亩。
1·。

‘

’

玉溪开发较早，先秦属古滇国地。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年)置俞元县。哥汉时为建宁郡俞元县地。两晋时为晋宁

郡俞元县地。唐初为黎州绎县地。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

年)南诏时设温富州，隶属河阳郡。宋代大理国时为休制部。

元代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设新兴州，隶属澄江府。明，

清沿元制。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称休纳县，民国五年(公

元1916年)改称玉溪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0

月王1日成立玉溪县人民政府，属玉溪地区。1958年10月玉溪、江‘

l



Jq两县合并，称玉溪县。1961年lO月仍按原建制分为两县。

1983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玉溪县，设置玉溪市。玉溪
。

地区、玉溪市的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市内州城。

玉溪市现设9个区1个办事处，辖69个乡(其中16个民族 ▲

乡)、3个镇委会．有430个自然村，752个农业社。1985年垒

市总户致67603户，总人口291494人，其中I农业户57248PI,

244062人，有劳动力133161人，女劳动力占51％。民族有汉．

彝、圄，白、‘哈尼等8个民族。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04人，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据第三次人口普查，人口分布为l每平方公

里坝区802人，半山区120人，。山区49人，最稠密的州城达13226

人。1985年，全市有耕地220443亩(其中I田145635亩，地

74808亩)，农业人均耕地0．73亩，低于全省人均1．4 1亩和全

区1．13亩的水平。坝区耕地17．45万亩，、占总耕地的76％，山

区、半山区耕地5．3万亩，占24％。农业的种植业有明显的垂

直地域差异。坝区主产水稻、小麦，蚕豆0烤烟，油菜，山区‘ ：

主产玉米、麦类、豆类。工业发展较快，已形成以卷烟和轻、

手工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拥有卷烟、’机械，化工，建材，纺

织、印刷等1267家厂矿企业。 ．．

．‘

． 市境四面环山i高鲁山雄峙于西南，龙马山屏障于东北，

大黑山横亘于西，凤凰山拱卫于南。群峰连绵逶迤，高差悬殊

较大，境内最高峰——高鲁山海拨2614米，最低点——矣读可

村海拨1540米，海拨高差达1074米。整个地势由北向南倾斜，

构成了狭长的山间盆地(玉溪坝子和研和坝子)i在四周高丘 -

山岭问，嵌有500平方米以上的小坝子15个。境内地质，玉溪

地处康滇轴南段。地层发育除奥陶系，志留系和自垩系无沉积

外，从前震旦系至第四系均有沉积。地层厚度在1100米一15∞

米左右。在地质历史上，中生代前以海相沉积为主，间有短暂

时期的陆相沉积，其中；震旦纪曾一度出现冰川沉积，晚二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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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一度出现大量的陆相玄武岩流喷滥活动。境内各时代地层出

露较齐全，前震旦系昆阳群、震旦系，寒武系，泥盆系、石炭

系、二叠系、三迭系、诛罗系上第三系、第四系均有出露。地

质构造，主要是晋宁运动后期的构造，也有华力西一印支运葫

期及喜马拉雅期的构造。岩性以沙页岩为主，夹有第四纪红色

粘土．其次是灰岩，昆阳系板岩、自云岩，澄江砂岩紫色土交

错出现，岩浆岩不发育，东北部与江JIf交界处仅有少量玄武岩

及基性脉岩出现。市境耕作土壤，主要属类是红壤，其次是黄

棕壤。坝区土壤主要为冲积性红壤水稻土。据第二次土壤普

查，平坝的水稻土j土壤熟化程度高，有机质含量高(一般在

3％左右)，土体构造好，保肥保水性能好；酸碱度适中，宜种性

广I土壤养份含量高，氮磷钾比例协调。耕地比较肥沃，只要

水利跟上，增产潜力较大。 V

玉溪市属于中亚热带半湿润冷冬高原季风气候。 日照充

足，雨量适中，气候温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日照

时数为2265．1Jl,时，日照百分率为51％·年平均气温16℃，极端

最高气温33．5℃，极端最低气温一4．4℃，最热月(7月)20．8℃，

最冷月(1月)805℃，无霜期233天。年平均降雨量997毫米，

年最多降雨量为1141．2毫米(1971年)，年最少降雨量为647．2

毫米(1960年)，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干湿两季分明，湿季

(5月至10月)降雨占全年的85％，干季(11月至翌年4月)降雨

占15％。年径流的80％集中在6至lo月，农业用水量最集中的

4,5月份只有1—2％，由于地形和海拔的不同，各地的降水量

也有差异。东西部多雨，中南部少雨。多雨期年降水量达1000

—1200毫米，少雨区850毫米左右。玉溪市地处低纬高原，总

的气候特点是。冬温夏凉，四季如春I夏秋多雨，冬春干旱，

雨热同季。历史上，干季缺水，旱象遍野，湿季多雨，涝灾满

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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