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暂甸瓤移别熬

孵flⅡ兰}水利I也乃¨编



鲁朝巍移剐稳

鲁甸县水利电力局编



鲁甸县地方志丛书之四，

鲁甸县水利志

编 著：

终 审：

封面题字：

摄 影：

曹志光

黄彬昌晏权

王复政
’

李宪章

曹志光



槐，

p

1擎
“

《

L

-^上- t—Jo

月lJ ‘昌

倾满腔热血，费移山之力，众志成城。鲁邑
之内，新编方志已洋洋数百万言，其间甘苦，自
不待言。受鲁甸县志总纂委员会委托，总纂室配
合部门审定各自专志，并将专志纳入“鲁甸县地
方志丛书”，以经世致用。县志副主编晏权，与
各专志编修部门反复切磋，“十年一剑”，各分志
将陆续刊印，令人欣慰。倡导、主持、实施这项
千秋伟业的人们，必将业垂青史，功德无量。特
以陋文，彰昭读者。 、

邬永飞
． 1993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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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甸历史以来自然灾害严重，建国前，水利设施极

少，又受到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水资源未得

到应有的开发利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甸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

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遵照国家的水利方针和政策，进行

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根据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兴修水

库塘坝，开挖引水渠道，修建机电排灌站以及人畜饮水

等各种工程设施。经过鲁甸人民42年的努力奋斗，使

鲁甸水利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抵御各种自然灾害中

起到主要作用，改善了农业基础设施，促进了工农业生

产的发展。

《鲁甸县水利志》把鲁甸县水利建设的经历，特别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水利建设的成就，作了翔实的

记载，是一部既有鲜明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又汇科学

性，真实性于一体的行业性专志．这部新志书问世，不

仅为今后鲁甸水利事业的继承和发展起到“存史”、“借

鉴”作用，而且对认识鲁甸水利、治理开发鲁甸水利将

起到重要作用。

水利工作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事业，经历了一个实

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鲁甸的水利事业虽
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但由于各种原因，水利化程

度仍低于全区水平。基础设施薄弱，农田水利建设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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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还很艰巨。要改变这种面貌，进一步提高水利的农业

基础地位，充分开发利用水资源，解决水旱、洪涝灾

害，还需要我们一代乃至几代人的努力奋斗。

’

黄彬昌

1992年1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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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本志为鲁甸县地方志丛书之四，定名《鲁甸县

水利志》。以马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方法，客观地记述鲁甸县水利水电事业的发展全貌。

二、本志以。详今略古”为原则，力求体现专业特
点，地方特点和时代特点。文中一律用语体文，尽力做

到严谨朴实、简洁、准确。 一

三、本志纲目按章、节、目的层次排列，正文共1 2

章，全志约13万字，以横排纵写结构记述。随文插

图、附表并配制照片。

四、本志上限自清雍正十一年(1 733)，下限至

1988年，特殊事件，如沙坝河四级电站延长到1990

年。 ．

五、本志中的纪年，数字、计量、表格设计等按有

关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进行。

六、本志资料源于县水利电力局，县地方志办，县

档案馆、昭通地、市档案馆，地区水利电力局等单位。·

文中不再注明出处。

七、本志所涉及的灌溉面积为统计数、属习惯上报

面积，比实际面积有出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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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鲁甸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昭通地区西南部。东经

103
o

09 7～103
o

40 7，北纬26
o

59 7～27
o

32 7．东

北与昭通市接壤，东南与贵省威宁县毗邻，南部和西部

与会泽，巧家两县隔牛栏江相望。鲁甸县人民政府驻文

屏镇，距地区所在地昭通市27公里，距昆明市447公
里。

全县总面积1487平方公里，东西横距50公里，南

北纵长60公里。耕地面积33．72万亩，其中水田4．04

万亩，农作物大春以水稻、玉米、洋芋为主，小春以小

麦为主．经济作物以烤烟为支柱。1988年全县13个乡

1个镇，77个行政村5个办事处，1200个自然村，1641

个合作社．总人口28．3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7．46万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91人．居住汉、回，彝、苗

等民族，少数民族人口5．34万人，占总人口的18．8％。

西汉时，设犍为郡。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

．135)置朱提郡，至唐初鲁甸属朱提郡。龙头山罗马厂

产银，品位上乘，称朱提银。唐南诏，宋大理时，属乌

蒙部地，称小乌蒙。元代属乌蒙宣慰司，乌蒙路地。明

代为乌蒙军民府，隶四川。清雍正五年(1727)改隶云

清雍正九年(1731)改土归流，置鲁甸厅，属昭通



概述 ·

府。民国2年(191 3)改厅为县。1 950年4月26日鲁

甸县人民政府成立，属昭通专员公署所辖。1958年11

月并人昭通县，1962年10月分县，仍称鲁甸县。

鲁甸县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西高东低，中部低

平。有文屏(包括桃源)和龙树两坝区。其余皆为山

区，沟壑纵横，山峦叠嶂，河谷深切。乌蒙山、五莲峰

两大山脉交汇境内，海拔高低悬殊，最高处达3356．2

米，最低处568米，形成“立体气候”。降雨集中在5～

10月，约占全年降雨量的87％，在地形影响下降雨量

呈北多南少，高多低少的特点。文屏坝区属中雨区，年

降雨量900毫米左右，多年平均气温12．1℃。主要江河

‘有过境牛栏江、昭鲁河、龙树河、沙坝河等。旱、洪、

涝、低温、冰雹等自然灾害频繁，3月倒春寒，7月伏

旱和8月低温冷露对农作物威胁最大。鲁甸县历史上森

林茂盛，1958年前森林覆盖率达30％以上，以后逐年

减少为1987年的10．7％，水土流失面积达71．76％，居

云南省第一位。 ．

水利建设可追溯至清代。雍正十一年(1733)，桃

源拖姑回民按田亩集银、投劳建成龙兴闸，属鲁甸县最

早的蓄水工程。乾隆十一年(1746)，吴者柱等3人率

民众劈开龙头山沿河上堰，引水灌溉。乾隆二十年

(1755)，·通判方悖捐资建邵家闸。至1949年，全县有

水库1座(桃源水库)，塘坝30多座，总蓄水量500多

万立方米，灌溉面积1．2万亩，占当时稻田面积3．57万

亩的33．6％，多数稻田靠围田蓄水和天然沟河水自流或



‘概述

拦截灌溉。

1950年后，一鲁甸人民为改变多灾低产的贫困面貌，

积极响应。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水利

方针，因地自宜大搞各类水利建设。1956年兴建砚池山

水库，1958年大跃进时期，全县掀起兴修水利高潮。同
‘

年动工猫鼻子、燕麦地、大岩脚、岔湾、磨盘山、团

结，闪闪桥、滴水海子8件小(一)型水库，6件小

(二)型水库。由于极左路线影响，一些工程违背客观

规律，盲目上马，造成失误和损失，动工14件水库，

成功7件。所．建工程都是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称

三边工程)。民工只给少量生活补贴，不少民工披星戴

月，一天劳动10多个小时，大部分筑土靠人背肩挑，

少数工程用自制的人推木轮车、飞兜、溜槽作运土工
’

具，石料运输以牛马车(木制)为主，辗压工具有的工
。

程以机械为动力，大部分靠人工夯压和碾砣碾压。水工

建筑物没有水泥，采取烧制红土石灰浇筑。
。

1963年，根据“巩固提高，加强管理，积极配套，

重点兴建，充分发挥现有水利工程的效益，并为进一步

发展创造条件”的水利方针。全县掀起了第二次水利建

设高潮，自力更生，依靠群众，因地制宜修建一批蓄、

引、提及河道治理工程，同时进行水库续修配套，使已

建工程尽快发挥效益。先后建成小(--)型引水沟9

件，小(二)型以下堰沟40多件，小(--)型水库4

座，塘坝9座，水库配套工程10多件。兴建干闸等6

件机电抽水站，用煤气机、柴油机作动力。1965年改为

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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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泵站，由昭通实业公司供电，输电线路从永丰架接

至葫芦口。1975年2月，鲁甸沙坝河一级电厂投产，电

力排灌不在由昭通供电。1964年治理改道河7公里，增

加稻田面积1675亩，改善面积5000多亩。1966年春，

大规模改道治理赛家营河、白泥沟及桃源主河道13．1公

里，沙坝河、龙泉河、嘟噜河也进行改道、一加固，增强

抗洪能力。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建成燕麦地、李

家龙潭等水库，兴建花椒树、普芝噜、龙家台子、羊耳

圩(临时)，犁田河、新石桥等10座小型抽水站。

1977年以后，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全县大搞农

田基本建设，贯彻云南省委提出的“以治水改土为中

心，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方针，大规

模开展平整土地、大搞条田、台地，．一部分坝区做到了

。田方路直渠成网，河路两旁树成行”，山区以大寨田

(地)为榜样，坡地改梯地，小田改大田，一些山村实

现梯田台地化。一

1980年后，贯彻中央“把水利工作重点转移到管理

上来”的指示精神，着重处理工程病害，巩固完善，挖

潜配套，充分发挥效益，同时把解决集镇和山区人畜饮

水困难列人水利工作重点，建成一大批管引工程和水

窖。同时强化经营管理，对砚池山，桃源、猫鼻子水库

和葫芦口排灌站实行财务包干。1986～1987年，在“加

强经营管理，讲究经济效益”、。全面服务，转轨变型”的

水利综合经营方针指导下，地县水电局联营在砚池山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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