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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河位于成都平原西南沿，是岷江中游的一条重要支流，即

‘华阳国志》所载：李冰导笮道之文并江也。西河上游水源区为邛崃

山东坡，岭峻谷深；河道坡陡流急，含沙量多。中下游开发区，河道

婉蜒游荡于冲积平原上，坡降锐减，水缓沙停，河床冲淤无常，主流

趋向靡定。．每值豪雨，山洪暴发，横流漫溢，城乡淹溺；时或破岸崩

堤，河流改道，则灾害尤为严重。而春耕季节，河水又干枯不敷灌

溉，民堰争水纠纷不断发生。抗战期间，予任四川省政府建设厅技

正，职司水政管理，深憾西河洪旱灾害之频仍，政府和地方均碌碌

于修复水毁工程和调处水利纠纷等应急事宜，实未遑为西河治本

工程谋耳。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河流域的治理和开发，

才进入了划时代的崭新阶段。 一

。

·．自1950年起，崇庆县人民政府领导广大人民，不断整治西河，

至1972年先后投工1300多万个，但收效甚微。尔后，总结经验教

训，按统一领导、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分期实施的原则，首先选定

西河干流进行治理。又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斗。到1986年完成土

石方781．3万立方米，浆砌卵石河堤78．3公里(占应护河岸全长

98．5％)，修筑公路31公里，堤岸绿化植树80余万株．总投资

2500余万元(其中社队集资和群众投劳折资占85％)。经过多年洪

水考验，全河上下均庆安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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豢庆西河志

夫治河之事，乐于观成而难于谋始，非苦干无以济事，非坚毅

弗能善终也。就治理西河之规划设计而言：初期，采用堵支封壕，稳

定河道；挖河束水，导正流向；合沟并堰，减少阻塞。中期，又放宽河

槽，退守老岸，竹笼支水，钉石护岸。然而分散建设的战术性措麓，

终难抗御洪流之冲蚀。后期，改循上下游统筹、左右岸兼顾的战略

方针，实行全面规划、统一设计、施工，卒使河道弯曲合度，水流归

槽，而后河无东荡西决之患。就麓工组织而言：初期采用大量民工

上阵，工程质量难于控制；后期组织专业施工队伍3千人，在实行

定额管理的基础上，推行联责联奖制度的小段工程承包责任制，不

仅保证了质量，且大大提高了工效。治河先哲有云：。治河无一成不

变之规，惟有补偏扶倚之策。”于西河之治理也，益信焉。

西河第二大害是奋水不足，民堰争水纠纷严重。民国时期，西

河干支流上民堰多达79条．各自拦河扎水，既妨碍河道行洪，又易

致冲毁渠首，而上下堰之间、邻县之间争水涉讼不断，公私交困l今

西河治理中，采取了合沟并堰，调整堰口，渠首建闸等一系列措施，

从而减少了争水纠纷和行洪障碍，灌溉面积也由建国前的40万亩

扩大至73万亩。

西河自初步治理成功后，又开展了大规模的开发活动，充分发

挥流域内各方面的优势。如利用西河坡降陡、落差大的特点，先后

建成数十座水电站，装机容量达24647千瓦，占水力资源可开发量

的37．12％，崇庆县被列为全国第二批建设电气化县之一。此外，

又结合疏浚河道大量采集沙石，并利用丰富的石灰石资源制造石

灰、水泥和混凝土制成品等建筑材料。在西河开发中，值得特别称

道的是河滩地的改造利用。西河堤防建成后．围出原河滩地达二万

余亩。视其地形和土质之宜：宜农．则造地还耕或植树造林；宜工，

则整地建厂；宜养殖，则建池养鱼．凡此，不仅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

益，而且在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上的成效．也十分显著。川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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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上河流众多，如金马河、满江、石亭江者，其自然条件与西河类
。

似，故西河治理开发的成功经验，实有典型示范作用，允宜大力推

广．
‘

一

‘’ 一’智～ 一·

．．+’ 且夫西河由“害河”一变而为促进社会经济大发展的“利河”，

其功伟矣l其利溥矣!然而，如何从西河治理、开发的成功经验中，

更深刻地去理解水利事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举足重轻的战略作用

和充分认识水利的基础产业地位，则有赖于《崇庆西河志》的纂成。

治理开发西河，兴其利而除其害，是一项光荣伟大的业绩，而纂修
． 西河志则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也是一个总结

提高的过程。予有幸得先睹《崇庆西河志》初稿，循环诵读，深感该

志的指导思想、构思脉络、框架体例、内容取材、文风笔调，莫不严

谨而翔实，系统而完整。其质量远胜旧志，既符合现代要求，亦可楷

模后世，真正起到水利工程志“存史、资政、教化”应有的作用。
。

‘崇庆西河志)的编纂是一项具有多学科性质的系统工程和重

要的精神文明建设。全志篇日设置，纲举目张，新颖别致i

第一篇记述西河流域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人文风物，洪旱

灾害，全面科学地反映了西河的特点、规律和现状。使人读后，甚感

西河山川之丽，物产之丰，入文之盛，爱乡爱国之情，油然而生；见

其灾异之频仍，为害之巨大，又令人振袂奋起，思有以整治之I及见

其开发成效的显著，又不禁为之庆幸；再见其尚有待开发的河滩

地．数量之大，条件之优，必将为振兴崇庆经济，献出更多的财富，
‘

真叫人为之赞叹! ’一·

‘ ：-”‘

第二篇记述西河治理的规划。设计、施工过程中对有关事物的

认识、分析和决策。以及重要工程兴建的缘由和工程技术上的成

就，对今后西河和其它类似河道的治理，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

第三篇记述西河开发中的水电建设、建材生产、河滩利用与土

地开发等多种经营。充分说明了在时代精神与社会经济改革的影

一3一



豢庆西河悫

响下，利害条件的演变和转化。关键在于对水利事业认识的不断深

化和坚持走改革的道路。

第四篇记述西河管理工作中的机构体制、管理措施、经费筹划

营运。我国水利事业中向有“重建轻管”之弊，细味此篇，当大有裨

益。

此外，附录诸章中的古今档案资料，很有参考价值。特别是收

集的诗文精品，琳琅满目，富有历史美学感，为志书增光生色。

尤为值得一提者，此志之记述有历史性的突破。在崇庆县。由

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旧文献上对西河的发源有大、小、六、九之说：

一说发源于大坪山．一说发源于小海子，一说发源于六顶山，一说

发源于九龙池。此次编修西河志，编纂者以严谨的态度，一丝不苟

地追本溯源，逐一查对考核，才真正找到西河的源头为火烧营附近

的黑凼。与此同时，又纠正长期以来的结论，将西河总长由过去的

101公里改正为109公里．将县境内长88．8公里改正为96．虿冬
里。还将味江的总长(包括都江堰市所辖境内)由39公里改正为

42公里。而有关河道长度又是对1991年出版的《崇庆县志》的补

正。西河志的编纂者多为《崇庆县志》的编纂者，他们这种自我否

定、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可敬可钦的。

予从事水利工作逾50年，亦常参编省、市、区水利志，于《崇庆

西河志》独垂青焉，以其强调“修志为现实服务”的思路，最新颖、最

突出也。正如该志封面题语所云：“记述一条河由单纯的农业命脉

成为社会经济大动脉的变迁”，为“蜀州地情鉴览，崇阳投资指南”。

它深刻地反映出如下哲理；

一、西河治理和开发的逻辑性——根据历史经验和现代实践，

阐明了两河治理和歼发的过程是由适应——利用——治理——开

发和保护水源、水环境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改革发展的逻辑过程。

二、河流功能f【l效益的统一性——西河工程把除害与兴利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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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来，把防洪与灌溉、水电、水产、供水、水土保持统一起来，把治

河与社会经济开发统一起来，进行了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开发，统

一管理，团结治水，从而取得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者

的统一。
’

’

、

三、乘势利导，因时、因地制宜的原则性——由于西河流域内

自然条件的多样性，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与水利开发的差异

性，在西河治理开发中，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乘势利导，因时、因

地制宜，从而获得费省效宏的成就。

四、西河治理开发的入民性——治水事业直接关系广大人民

切身利益，故在治理开发过程中广大群众吃大苦、耐大劳，劳而无

怨。崇庆县人民政府组织群众依法治水、科学管水和节水的经验，

是十分宝贵的。⋯
’

五、西河治理开发的社会性——西河治理，开发的成功经验指

明治水不能单靠上级政府拔款办理，要从国土整治、水土资源综合

开发利用着眼，重视水的商品性质，遵循投入产出的价值规律，使

水利事业从单纯为农业生产服务，转到为国民经济服务；从单纯福

利服务型转变为基础产业型。这就要坚持改革，走出一条有社会主．

义特色的江河开发路子。

。以上五点启示，可知《崇庆西河志》的积极意义和实用价值固

不仅限于一河一县，且将示范于异河、异地，功在当代，泽及后世，

故欣为庆贺，并为之序。

一九九三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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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编纂说明

编纂说明

一、西河是崇庆县社会经济的命脉之一，为更好地认识西河、

开发西河，特编纂本志，以对县内提供兴衰借鉴，对县外提供投资

指南，使西河服务当代，泽被后世。
‘

二、本志内容以西河的自然状态和社会改造并重，从诸项地理

要素起笔，落脚到社会经济作用上，作全方位记述。

三、对西河的自然总体概貌，以其整个流域为记述范围。但在

此范围内，以崇庆县境为记述重点，境域外的有关事项，或概括介

绍，或点到为止，或略而不记，视具体情况而定。

四、记沿岸风物，基本上以流程先后为序，从上游，而中游，而．．

下游，位于支流上的风物，亦循此例．

五、本志上限，一般起自有史料可查之时，下限原则上记至

1990年，特殊事项延至搁笔之时。 ‘

六、本志纪年，辛亥革命前采用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年{辛亥

革命后采用公元纪年，属于民国时期者，加注民国纪年．无论历史

纪年和民国纪年，凡在一段文字连续出现，由首次所加之注而可类

推者，不处处加注。

七、本志所用计量单位，除记述历史情况和引用历史卷牍采用

当时名称外，一般采用国际通用计量单位符号。
、

八、本志对西河的流域面积、河道长度等作了重新核实。故与

原有关资料的数据有所出入．
-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一

， ‘ ’

f．

J。

一|

‘ 广

，

⋯、 ～ ， } 。

●

●

‰． j’：．；。j、?～目：’录
’

‘．，．．
一

t
。

． ， j
。’

⋯

。 j
，

’

、

“ 。， 。
． ．．．

’

●
，

、。 ．，t ．．

。

． 。．

·
+．

。 ‘’‘ ‘’

● ，

。

·

， ‘一

《崇庆西河志》编写组 t：，，，
，。

西河流域图 一，’：．-一 。√。§j
’ 西河治理开发图 ‘，． ∥”一． iI’：

序 。 一一 一 ，一 ’t ，一r，’：
一·’7

编纂说明 - ：’ “．．一
．

，

一。，- 一一

。。

目 录 ．，
，t。 o”，’ ． ，

一

，前 言⋯⋯⋯⋯⋯⋯∥Ⅲ⋯⋯⋯⋯⋯·矗⋯⋯⋯函一⋯．．⋯·(1)、、

： 、第一篇 总 貌⋯⋯⋯⋯⋯⋯⋯⋯⋯⋯⋯⋯⋯⋯(3)
．

-

。第一章河 系_⋯⋯⋯，．．⋯⋯⋯⋯⋯⋯⋯⋯．．⋯⋯⋯(4)。‘
，； 第一节 干 流”i嚣·⋯⋯⋯⋯⋯⋯⋯⋯⋯⋯-·．．．⋯‰(4) ‘‘

， 第二节 支 流⋯⋯⋯⋯⋯⋯⋯⋯⋯⋯⋯⋯⋯⋯⋯⋯(7)

．’第三节 河道变迁⋯⋯⋯⋯⋯⋯⋯⋯⋯“70·o·o·j⋯·{(18)j—

I 第二章流域自然条件一m⋯一!⋯⋯⋯·u⋯⋯⋯⋯⋯”(26)

第一节 气⋯候一一⋯⋯⋯⋯⋯⋯⋯⋯．．．⋯⋯⋯·?(26)
置 第二节 水‘’文⋯⋯⋯⋯⋯⋯⋯⋯⋯⋯⋯⋯⋯⋯⋯(37) ．：

’～：
第三节 水 ’·质⋯⋯⋯⋯⋯⋯⋯”?⋯⋯⋯⋯⋯⋯⋯(42)

’

”

．第四节’地 质⋯⋯⋯⋯⋯⋯⋯⋯⋯⋯⋯⋯⋯⋯⋯(46)

。第五节·土·‘壤⋯⋯⋯⋯⋯⋯⋯⋯”?⋯⋯⋯⋯⋯⋯(50)．
’

少j 第三章资。 源⋯⋯⋯⋯⋯⋯一⋯⋯。j⋯．：⋯⋯⋯⋯．(53)

第一节 水资源⋯．．⋯⋯⋯⋯⋯t⋯⋯⋯⋯⋯⋯⋯⋯(53) ．

’

j．：．
‘

：1|。‘．·

叫一
7



鬃庆西坷惠

第二节 土 地⋯⋯⋯⋯⋯⋯⋯⋯⋯⋯⋯⋯⋯⋯⋯(55)

第三节 矿 物⋯⋯⋯⋯⋯⋯⋯⋯⋯⋯⋯⋯⋯⋯⋯(55)

第四节 林 木⋯⋯⋯⋯⋯⋯⋯⋯⋯⋯⋯⋯⋯⋯⋯(56)

第五节 动 物⋯⋯⋯⋯⋯⋯⋯⋯⋯⋯⋯⋯⋯⋯⋯(57)

第六节 旅 游⋯⋯⋯⋯⋯⋯⋯⋯⋯⋯⋯⋯⋯⋯⋯(57)

第四章风 物⋯⋯⋯⋯⋯⋯⋯⋯⋯⋯⋯⋯⋯⋯⋯⋯(58)

第一节。名场古镇⋯⋯⋯⋯⋯⋯⋯⋯⋯⋯⋯⋯⋯⋯⋯(58)

怀远镇三郎镇街子场元通镇

崇阳镇羊马镇三江镇江源场

第二节 名胜古迹⋯⋯⋯⋯⋯⋯⋯⋯⋯⋯⋯⋯⋯⋯⋯(66)

九龙沟古 寺唐求故里大明寺

洄澜塔白 塔白塔湖龙门街古城

罨画池陆游祠文 庙宫保府

一 萃英团公孙述女墓

第三节 名土特产⋯⋯⋯⋯⋯⋯⋯⋯⋯⋯⋯⋯⋯⋯⋯(76)

枇杷茶猕猴桃棕榈藤编

竹 编珍珠栗川芎郁金
。

崇阳佳酿

第五章水 利⋯⋯⋯⋯⋯⋯⋯⋯⋯⋯·⋯⋯⋯⋯⋯”(87)

第一节 灌 溉⋯⋯⋯⋯⋯⋯⋯⋯⋯⋯⋯⋯⋯⋯⋯(87)

第二节 水能利用⋯⋯⋯⋯⋯⋯⋯⋯⋯⋯⋯⋯⋯⋯⋯(90)

第三节 水 运⋯⋯⋯⋯⋯⋯⋯⋯⋯⋯⋯⋯⋯⋯⋯(90)

第四节 水 产⋯⋯⋯⋯⋯⋯⋯⋯⋯⋯⋯⋯⋯⋯⋯(91)

第六章灾 害⋯⋯⋯⋯⋯⋯⋯⋯⋯⋯⋯⋯⋯⋯⋯⋯(92)

第一节 洪 水⋯⋯⋯⋯⋯⋯⋯⋯⋯⋯⋯⋯⋯⋯⋯(92)

第二节 干 旱⋯⋯⋯⋯⋯⋯⋯⋯⋯⋯⋯⋯⋯⋯⋯(98)

第三节 山体流滑⋯⋯⋯⋯⋯⋯⋯⋯⋯⋯⋯⋯⋯⋯⋯(101)

一2一

‘

事



q‘I，

‘V

． 亘 景

第二篇 治：理⋯⋯⋯⋯⋯⋯⋯⋯⋯⋯⋯⋯⋯(107)’

第一章河道整治⋯⋯⋯⋯．．．⋯⋯⋯⋯，．．⋯⋯⋯!⋯⋯”(108)

第一节．初期整治⋯⋯⋯⋯⋯⋯⋯⋯⋯一⋯⋯⋯⋯”(109)
第二节规划设计⋯⋯⋯””⋯⋯⋯⋯⋯⋯⋯⋯⋯．．．·(114)

第三节全面治理⋯⋯⋯⋯⋯⋯⋯-．．．⋯⋯⋯··；⋯⋯⋯(117)

第四节 河堤绿化⋯⋯⋯⋯⋯?⋯⋯”。?⋯⋯“·⋯⋯⋯·(127) ．

第五节 组织．领导⋯”⋯⋯⋯⋯·⋯⋯⋯⋯一⋯⋯⋯⋯·．(129)

第二章工程设施⋯⋯⋯⋯．．．．．．⋯⋯⋯⋯⋯⋯⋯⋯⋯⋯(131)
第一节 堤 防⋯⋯⋯⋯⋯⋯⋯⋯⋯⋯⋯⋯⋯⋯⋯(132)。

第二节’堰“．坝⋯⋯⋯⋯⋯⋯⋯⋯·：⋯⋯⋯⋯·⋯⋯(133)‘

第三节水 闸⋯⋯⋯，⋯⋯”0 0·OD．0⋯⋯⋯⋯(136)

第四节 倒虹菅⋯⋯⋯⋯⋯⋯⋯憎一⋯⋯⋯·⋯⋯．．(139)
第五节桥． 涵．．．⋯⋯⋯⋯⋯⋯⋯_⋯⋯⋯⋯⋯⋯(141)

第六节 引 道⋯⋯⋯⋯⋯⋯⋯⋯⋯⋯．．．⋯⋯⋯⋯(145)

第三章其他整治⋯⋯⋯⋯·v⋯”⋯⋯⋯：⋯⋯．．·．，．．⋯·一(146)

第一节支流整治⋯⋯⋯”一·”⋯⋯”⋯”“⋯⋯⋯．：．．．．(146)

，．第二节 水土保持，．．⋯⋯⋯⋯⋯⋯⋯⋯．．．”⋯”⋯⋯·(149)
，

第三篇 开“发⋯⋯⋯⋯⋯：：⋯⋯⋯⋯⋯⋯⋯·(157)
‘

-‘ ’一 ’‘．

第一章水力发电⋯⋯鬯⋯．．．⋯⋯，⋯⋯⋯⋯⋯⋯⋯⋯⋯(157)， ，

‘第一节 电力建设⋯⋯⋯．．．⋯⋯⋯⋯⋯⋯一⋯⋯·二．．．(157)

第二节 主要电站⋯⋯⋯⋯⋯⋯⋯⋯⋯⋯⋯⋯⋯⋯⋯(160)

第二章建材生产⋯，⋯⋯⋯⋯⋯⋯⋯．．．⋯⋯⋯⋯⋯‰”(163) ·‘

。第一节 石 ‘．灰⋯⋯⋯⋯⋯⋯⋯．．．．．．⋯⋯⋯⋯⋯⋯(163)

一第二节 水 泥···⋯⋯⋯⋯⋯⋯⋯、”⋯⋯⋯⋯⋯⋯(164)
第三节 水泥制品⋯⋯．．．伽⋯⋯⋯⋯⋯．．．⋯⋯⋯⋯⋯(165)

一3一



采厌西河志

第四节 砂 石⋯⋯⋯⋯⋯⋯⋯⋯⋯⋯⋯⋯⋯⋯⋯(166)

第三章河滩利用⋯⋯⋯⋯⋯⋯⋯⋯⋯⋯⋯⋯⋯⋯⋯⋯(167)

第一节 造地种植⋯⋯⋯⋯⋯⋯⋯⋯⋯⋯⋯⋯⋯⋯⋯(167) ．

第二节 建池养鱼⋯⋯⋯⋯⋯⋯⋯⋯⋯⋯⋯⋯⋯⋯⋯(168)

第三节 兴办工厂⋯⋯⋯⋯⋯⋯⋯⋯⋯⋯⋯⋯⋯⋯⋯(172)

第四章待开发地⋯⋯⋯⋯⋯⋯⋯⋯⋯⋯⋯⋯⋯⋯⋯⋯(177)
。

-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篇 管

第一章机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二章措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第十节

一一4一

理⋯⋯⋯⋯⋯⋯⋯⋯⋯⋯⋯⋯⋯(179)

划定管护范围⋯⋯⋯⋯⋯⋯⋯⋯⋯⋯⋯⋯⋯

制定管理规章⋯⋯⋯⋯⋯⋯⋯⋯⋯⋯⋯⋯⋯

堤防工程管理⋯⋯⋯⋯⋯⋯⋯⋯⋯⋯⋯⋯⋯

砂石采集管理⋯⋯⋯⋯⋯⋯⋯⋯⋯⋯⋯⋯⋯

土地开发管理⋯⋯⋯⋯⋯⋯⋯⋯⋯⋯⋯⋯⋯

取水用水管理⋯⋯⋯⋯⋯⋯⋯⋯⋯⋯⋯⋯⋯

护堤绿化管理⋯⋯⋯⋯⋯⋯⋯⋯⋯⋯⋯⋯⋯

河床变态砚测⋯⋯⋯⋯⋯⋯⋯⋯⋯⋯⋯⋯⋯

水文观测⋯⋯⋯⋯⋯⋯⋯⋯⋯⋯⋯⋯⋯⋯⋯

水质保护⋯⋯⋯⋯⋯⋯⋯⋯⋯⋯⋯⋯⋯⋯⋯

(179)

(179)

(180)

(181)

(183)

(183)

(184)

(184)

(185)

(186)

(187)‘

(188)

(196)

(198)

(202)

(204)

●

V、

)))

8

8

8

7

7

7

l

l

l(((

～

一

一

●

●

●

一

¨

¨

●

●

●

¨

¨

¨

～

一

～

～

～

一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一

一

～

～

～

～

～

～．～

●

●

●

¨

¨

¨

●

●

●

¨

¨

¨片片片植殖厂种养办宜宜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一

一处挥织织理指组组管程管管江工专群外



《t

鼍
，，

～T．t

目 录

第十一节 专用设施⋯⋯⋯⋯⋯⋯⋯．．．·?⋯⋯⋯⋯⋯

第三章经 费⋯⋯⋯⋯⋯⋯⋯⋯⋯⋯⋯⋯⋯⋯⋯⋯

第一节 工程投资⋯⋯⋯⋯⋯⋯⋯⋯⋯．．．⋯⋯⋯⋯⋯

第二节 资金筹措⋯⋯⋯⋯·?⋯⋯⋯⋯⋯⋯⋯⋯j⋯⋯

第三节 各业支援⋯⋯⋯⋯⋯⋯⋯⋯⋯．t．⋯⋯⋯⋯⋯

(204)

(206)

(206)

(207)

(209)

’第五篇附 录⋯⋯⋯⋯_．．．⋯⋯⋯．-．．．．．．．⋯⋯(211)
。

’

．

‘

，

一、文 献⋯⋯⋯⋯⋯．．．．⋯⋯⋯⋯⋯⋯⋯、(211)
’

选 录·⋯”⋯”⋯⋯·．．．·⋯···⋯“·”⋯(211)

． ， 存 日 ⋯⋯⋯⋯⋯⋯⋯⋯．．．⋯⋯⋯”·(281)

二、新闻报导·”⋯⋯⋯⋯⋯“⋯一⋯⋯⋯”⋯(283)

， 选． 录一一””·一⋯““⋯⋯⋯⋯⋯“””(283)
。|

存． 目 ⋯⋯⋯⋯⋯⋯⋯⋯⋯⋯⋯⋯“：(297)

三、逸闻轶事⋯⋯⋯⋯⋯⋯⋯⋯⋯⋯⋯⋯⋯(299)

四、诗文选录⋯⋯⋯⋯⋯⋯⋯⋯⋯⋯⋯⋯⋯1(302)

编后记⋯⋯⋯⋯⋯⋯⋯⋯’⋯⋯⋯⋯⋯⋯⋯⋯⋯⋯⋯⋯⋯⋯(313)

一5一



前’ 育

前；．言

：崇庆西河为川西八大河流之一，古为秦守李冰所导，其上游又

名文井江，自元通以下流经县城之西，故名西河。历史上也曾以文

井江称指全流程。 -j．， ． 、。‘。‘．

‘ 一

· 西河发源于崇庆县葛家山区的崇山峻岭之中，汇大小沟溪，

纳千支百派，蜿蜒曲折，经鹞子岩奔腾出山口，倾入平原，自西北向

东南滚滚下注，穿过崇庆、大邑、新津23个乡镇，于新津境内汇入．

岷江。全长109km，崇庆境内就占有96．8kin。流域面积除崇庆外，

涉及灌县(今都江堰市)，大邑、新津的部分地区，共1295．7km2。流

域水系，由9条支流构成。 ．
．- ，。

西河是一条灌溉、排洪兼用河道。它和9条支流一起，滋润着

崇庆、灌县、大邑、邛崃、新津5县大片农田，仅崇庆一县就有50余

万亩享有它的灌溉之利。与此同时，它又以丰富的水资源，为流域

内的水运、水产i水电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忠诚的奉献。特别是崇庆

境内，西河以它的清波碧浪，苦心经营数千年，在两岸耕耘出一串

串名场古镇、一处处名胜古迹、一宗宗名土特产品，为崇庆县的社

会发展增添了一束束耀眼的光华。 ，一 ’．一 。

然而，在历史上，西河长期以来也是一条害河，每遇夏秋山洪

暴发，大片良田村舍沦为泽国，大量可耕地被冲成乱石荒滩，两岸

人民，或财尽家破，或葬身鱼腹。千百年来，每到“岁修”，崇庆人民

为使西河兴利除弊，曾付出过多少事倍功半或劳而无功的代价，始

终无力降伏这条与自己休戚相关的巨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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