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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十年代开挖的西山乡福厚村嘲凡地下坎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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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巴马瑶族自治县地处桂西北。县境内石山连绵，土丘遍布。主

要河流有红水河、盘阳河、灵奇河、百东河等。县境溪流密布，j雨

量充沛，水利资源丰富，发展水利水电条件优越。。

但是，建国前由于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丰富的水

利资源得不到很好的开发利用，水利设施很少，电力事业更是一片

空白。居住在县境内的瑶、壮、汉等各族人民，生活长期处于贫困

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6年2月自治县成立以后，党和政府

对全县的水利资源作了开发利用的全面规划，带领全县各族人民

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先后兴建了3 000多处水利工程，

还建成了盘中滩、赐福、金边、车斗等4座国营水电站和一批集体

小型水电站，为发展工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打下了较好的基

础。全县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大部分群众的温饱问题已经逐步得到

解决。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为了如实地记述巴马县各

族人民在治水办电、兴利除害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总结水利电力

建设的经验教训，为广大干部群众了解巴马县水利电力事业发展的

历史和现状，为各级领导对发展巴马县的水利电力事业作出决策

提供可靠的资料依据，我们编写’T《巴马瑶族自治县水利电力

志》。在编写过程中，先后查阅了大量工程和文书档案以及各种有

关资料，同时访问了一些熟悉情况的农村老人及水利工作者，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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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实地考察。编写中，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

的原则，力求内容充实，体例完备，尽可能全面系统地反映巴马县

水利电力事业的历程和现状，以达到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建设服务的目的。

、本志从1989年5月开始收集资料，到1990年9月完稿，前后历

时1年零5个月，进展虽快，但时间仓促，加上编写水平有限，错

误缺漏肯定不少。现将其出版，望读者多提宝贵意见．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河池地区水利电力局韦作良、羊敬和

自治区水利电力厅苏为典、刘仲桂等同志的热情指导和审核，在此

表示深切的谢意．

O

巴马瑶族自治县水利电力局

水利电力志编辑组

1991年4月



凡 例

一、本志从1 935年置万冈县写起，下至l 985年，由于本书出版时

间推迟， 《附录》中附有1 987年水利设施及电业公司主要技术经济

指标完成情况统计表。水、旱灾害追溯至明万历四十二年(16 14年)．

二、本志取事以1956年巴马瑶族自治县成立时划定的行政区域

为限．在此之前的县域，变动较大，归属不J，故虽有事相系，概

不载入。 ．

．

三、本志除《概述》、《大事记》，、《附录》外，正文部分采

取横排竖写的方法，设章、节、目和子目4个层次，共8章，30

节，配以必要的图、表及照片。

四、本志中的“建国前”、 “建国后”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之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党”和“政府”指的是中

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五、本志除地形地貌海拔为黄海基面高程以外，各项水利水电

工程的高程均为假设基面高程。‘

六、历史纪年，1949年以前，按朝代年号记述，在括号内注明

公元年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律以公元纪年．

七、本志文中的数字，按1986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布的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制定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

试行规定》记述。

八、本志所采用的各种数字，大多数来自水电部门的统计年

报，与年报数有出入的则加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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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巴马瑶族自治县地处桂西北山区·总面积2 433平方公里。

l 985年辖l2个乡、1个镇、123个行政村。总人口264 10 1人，平

均每平方公里108人。在册耕地面积20．78万亩，其中水田8．97万

亩，占耕地总面积的43．17％；旱地l 1．8 l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5i6．83％。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玉米、豆类、红薯次之。经济作

物有花生、木薯、甘蔗、油茶等。油茶年产量150一200万公斤，是

自治区商品油生产基地之一·
： 巴马境内石山连绵，土丘遍布。地势总的趋势是西北部高，东

南部低。西北部高程在海拔600米以上，其中全县最高点的塔云山

海拔1 216．3米·东南部海拔300一500米。最低点盘阳河口，海拔

172米。全县分为3种地貌：北部及西南部为碳酸盐岩类岩溶地貌，

面积729．5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29．98％；东南部为沙页岩丘

陵谷地地貌，面积1154．2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47．44％；西

北部系山地地貌，面积549．3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22．58％。+

巴马县境内的河流均属珠江水系，大多数河流汇入珠江水系西

江干流的红水河；极少数河流则注入西江支流右江。红水河流经

县内长度55．6公里，年径流量625．3亿立方米。县内主要河流盘阳

河、灵奇河汇入红水河；百东河流进右江。河流县内流域年径流量

16．8亿立方米。河流落差大，水能资源丰富。根据水利区划调查，

水能理论蕴藏量24．8l万千瓦(不包括红水河流经县境可开发利用部

分)，可开发利用3．2I万千瓦，巳开发近8 000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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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马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冬季短，夏季长，春秋相等；光

照充足，雨量充沛，灾害性天气频繁。平均全年降雨天数157天，

年平均降雨量l 532．2毫米(27年平均值)。年最大降雨量2 009毫米

(1 977年)；年最小降雨量1 066．5毫米(1 963年)。最大日雨量

1 77．5毫米(1 968年6月26日)。5月上旬一8月为雨季，平均降雨

1 043毫米，占全年降雨量的68％。雨量的空间分布是南部少，北

部多。

巴马县前身为1 935年1月所设的万冈县。县名“万冈”沿用明

代所置万冈巡检司之名。建国初仍置万冈县，1951年春末撤销，

分别划归田东、田阳、百色、凤山、东兰等县。1 956年2月6日，

国务院批准成立巴马瑶族自治县至今。

建国前，巴马县水利事业十分落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财力

缺乏，政府亦不重视组织群众兴修水利，全县没有一处永久性的水利

工程。农田灌溉只依靠一些临时的拦河坝和少量古老的竹筒水车。

灌溉面积少，保证率低。一直到建国后自治县成立时的1956年，全

县有效灌溉面积只有5 000亩左右。

建国后，特别是1956年2月自治县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

下，水利电力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1956年2月，县成立水利科，农田水利建设开始纳入县委、县

人民政府领导的议事日程。他们在国家各个时期水利建设方针的指

引下，从县内实际出发，带领全县各族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的精神，兴建了一大批以小型水利为主的各种水利工程，使农

业生产条件不断得到改善，粮食产量逐年增加。

巴马县水利电力事业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4个阶段：

(一)1 957～1 965年，以兴建引水工程为主 1957年秋，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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