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姗姗来迟的《开江县水电志》终于和企盼她的读者见面了，这是我县有

史以来的第一部水电专志。她的诞生不容置疑地将成为我县水电建设吏上

一件值得称颂的大事。

我县位于川东横亘东西的大巴山脉和南北走向的平行岭谷区汇聚处

的一个古老台地上，水资源十分贫乏，“开江无江，天公不公”，多少年来·世

世代代开江儿女在与洪、旱博斗的可歌可泣悲壮事例占据了开江人民与大

自然作斗争的重要篇章!本志将忠实地写下这历史凝重的一笔。

本志上朔至民国19年(1930年)，迄于1985年，虽然半个多世纪光阴

仅为漫漫历史长河的一瞬间，但编者将本着对历史负责之精神较为详尽、
全面、系统地反映我县水利电力建设的历史和现状，如实地记述着当年的

成功与失败、经验和教训，这无疑为今天水电建设提供了历史的借鉴，少走

弯路而提供一条捷径，从这个意义上讲，《水电志》将起着其它不可替代的

作用。

本志详近略远，用了两年多时间收集、整理、核实资料，以后又是几易

其稿，反复修改，尽量使本志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子一体，这是编者的

初衷，殷切期望广大读者特别是水电工作者热爱她，并在实践工作中参考

运用她，为把我县大水利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得更好
而努力奋斗。

《开江县水电志》在编写过程中，编辑人员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同时得

到了有关领导热情指导，兄弟单位和同志们的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表示诚
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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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军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上限民国19年(1930)’，下限至1982年，个别史实追溯到清代

的几个年度，重点记述县人民政府成立(1950)后的事绩。

二、本志共分19章、62节，采用横排竖写的形式叙述，并附有图、表、
照片。

三、本志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官职，一般按当时习惯称谓。

四、历史纪年，民国及其以前按历史用法，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号，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以公元纪年。

五、本志地面高程，采用川北高程，计量采用公制。

六、志中一切数字，解放前采用中文，并以公元年号注明，其数字以阿

拉伯为主写法。

《开江县水电志》编写领导小组

组 长：李 军 一

顾 问：李家兴 孙 群 郝仕琦

成 员：钟大明匮圈 杨向东

《开江县水电志》编辑组

主 编：冉曙光

编 辑：刘大起 杜成康匮羽 孙仁福

采写：匮羽李能谥’
摄 影：冉曙光 向伟力

审 稿：姚仲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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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开江县属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区，雨量充沛，水资源比较丰富，多年平均

径流深553毫米，年产水58200万立方米，全县每年平均总水量67600万

立方米，(其中地下水2040万立方米)。

全县辖6个行政区、两个镇、28个乡、291个村、两个国营农场，总户数

112175户，总人口470237人，其中农业人口442899人，占总人口95％。幅

员面积1029．5平方公里，有耕地546168亩，水域面积32428亩，各类水利

设施4706处

我县人口密度大，农业生产条件好，但人均占有水量偏低。据1982年

县农业区划统计，按人口和耕地计算平均占有水量，人均2429立方米。耕

地亩均1540立方米，都低于全国、全省和达县地区的水平。

境内溪河共有105条，总长360．1公里，其中任市河、开江(拔妙河)、

新宁河、南江(白岩河)等四条主河流程共153．1公里，具有流程短、季节性

强的特点。汇水面积总共1122．44平方公里，一般有天然落差可资利用。全

县水力理论温藏量为11456千瓦。由于境内地貌多样、丘陵起伏、差异明

显，具有建设多样类型的水利工程的地势条件。
民国时期，我县水利建设基本停滞。据记载：民国19年(1930)9月县

政府布告《劝农筑堤埝，凿塘挖井，以防旱洪灾害》中有：“劝农户一人独修

或数家联筑，均无不可，总以用费小，收获大为宗旨，希阖县农民，幸勿吝惜

观望，致滋后悔”导语。同年10月3日《廿一军戌区各县水利委员会敷行规

程》中，“凡属平原田地，如有河流经过可资利用者，应设法修埝，引水灌田。

凡属无河溪及其它水源者，每百亩挑塘一口。凡乡间每五户、城市每人口

100者，应有水井一口”0这些布告和规程只是官样文章，并未组织实施，筑

埝修塘，效果甚微。

清同治九年(1869)县志记载，仅有平塘123口。民国38年(1949)统

计，有塘七百余口，蓄水58万立方米，可灌田4500亩。其中多系地主作鱼

池或消防之用。全县可资利用的自然水源，除新宁、任市、南江、开江等四条

主要河流外，利用煤矿水，龙洞水等所筑的自流埝33条，可灌田约5000

亩、，天旱时临时扎河埝达16条，能灌田4517亩。

县人民政府成立后的1950年至1959年间，在各级党政领导的大力支

持下，水利建设事业得到蓬勃发展，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全县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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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建成小平塘3786口，自流埝41处、石河埝17处、小型水库8座，总蓄水

量为2188万立方米，灌溉面积达11．95万亩。

1964年元月成立县水电局，进一步大力发展小型水利工程，全县山平

塘为2852口、自流埝129处、石河埝19处、小型水库增至13座，总蓄水量

为2824万立方米。1971年至1980年，水库增加到31座，其中有中型水库

一座，其蓄水量为6430万立方米，是达县地区最大的水利工程。山平塘增
到3957口，石河埝33处，电灌站84处，自流埝110处，总蓄水量9982万

立方米，灌溉面积达18．9万亩。

由于水利工程建设的发展，使我县农业生产面貌得到改善，大部分农

田灌溉用水基本上有了保证，大多数改一熟为两熟的耕作制度，提高了复

种指数，扩大了小春面积。全县粮食产量大幅度地增加，据统计，1959年比
1950年粮食增加72414万斤。1969年比1959年增加2656万斤。1980年

较1969年增加10413万斤。达到总产量30574万斤，平均亩产702斤，水
利条件好的新宁、甘棠等地区，平均亩产达千斤以上．

我县4条主要河流，因河床浅，河道弯曲大，河面狭窄，一遇洪水，泛滥

成灾。民国24年(1935)至民国27年(1938)县政府先后征调民工修护河

堤，计民国25年(1936)征工17000个，疏河8500平方米，民国26年

(1937)征工16500个，筑堤1500米。民国31年(1942)底，政府发放凿塘贷

款60万元(折银币12万元)，用以修塘治河，但未根治，洪水仍年年泛滥。
1958年明月水库建成后，不仅解决了黄泥、杨柳、新民、红岩等乡的农

田灌溉，而且还减轻了澄清河下游的洪水威胁。

1976年冬，我县在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对新宁河进行了大规模的改

造治理，并对其进行了截弯取直，疏通河道，两岸植树造林，1977年3月完

成第一期工程，并经受当年汛期考验，大大减轻洪水对沿河场镇、农田及人

民生命财产的危害。同时还对开江(拔妙河)、任市河、天师河等大小河流进
行了整治。

民国时期，我县普遍处于油灯时代。民国34年(1945)，四川省水利局，

曾四次派人到我县实地勘测，在编写水利规划设计方案时，建议在黄泉洞、
高洞、响水滩等处修建小水电站，同时还对可兴修的河堤、塘、埝，提供了许

多具体资料。但后遇几任县长以地方财政困难，经济撷据为由，终成泡影。

1954年，在县人民政府支持下，选在县城西桥边，建起一座装机为54

千瓦的火力发电厂，使县城部分机关、居民用上了电灯。1963年到1965年

先后建成了黄泉洞、高洞两座水电站，共装机八百千瓦，改善了我县的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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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1974年至1975年，又先后建成了响水洞水电站，宝石水电站，共装

机五百千瓦，并与开江县水电站并网运行，初步形成了县内高压电网。1981

年10月，在省、地、县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在距县城17公里处的回龙乡境

内建成了一座装机为2×3000千瓦的“开江县火电厂"，(初期第一台机组

投产)，并与地区并网运行，发挥了“水火并举”的协调作用，促进了我县工

农业生产的发展。

从1957年到1980年中，全县共建起小水电站12处，装机660千瓦。

全县在1981年底为止，已有28个乡镇、84个大队、472个生产队用上了

电，用户达10725家，年发电量达334万千瓦时，全县已有二十多家大小厂

矿使用电力生产。

据统计，我县从1950年至1980年止，国家对水利建设投资为
1 282．82万元，其中电力建设投资为386．62万元。

到1985年底为止国家对水利建设总投资达1396．946万元。

在向水旱灾害作斗争的漫长岁月里，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三十多年中，我县在水利建设中涌现出一批技术骨干，有的还付出了宝贵

的生命，他们的英雄业绩使我们永记不忘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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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中华民国(1912--1949．9．30)

民国19年(1930)

7月，伏旱欠收，谷价每石银元7元涨至22元。

lO月15日，成立“开江县水利委员会”，由县长姜靖兼任委员长．建设

科长李光耀兼任副委员长。

民国22年(1933)

6月，夏大旱稻谷收成不足五成，甘薯不到二成。

民国23年(1934)

6～8月，夏秋大旱60天，低地沃壤收五成，高山瘠地作物枯死。
民国24年(1935)

6～8月旱灾严重，粮价猛涨，饥民多以草根树皮为食。
民国25’年(1936)

4月，省以开江受灾甚重，准许种植罂粟，后又下令铲除，农民损失惨
重。

6～8月，夏秋大旱，谷物欠收，饥民吃草根树皮，路见饿殍。

民国26年(1937)

1月春旱开始，延至6月5日始降透雨，粮食收获三四成。

8月17日，成立开江县赈务分会。因先旱后霪，稻谷生芽，灾害严重．

饿死9042人。省拨急赈款6000元。
民国27年(1938)

县农会颁发《水利工程协会组织规划》，令各乡镇成立《水利工程协

会》，属群众性组织。

9月2日，大雨倾盆，山洪暴发，城区附近西北沿河一带房屋被冲毁数

十间，遇难居民20余人。

民国31年(1942)

5月25日，风雨大作，篱子三坝水淹3天，粮食作物损失甚重。
民国32年(1943)

7月，大旱，田土龟裂，作物枯焦，螟虫肆虐，十穗九白，历年罕见。

民国34年(1945)

12月，撤销开江县水利委员会，水利工作曲县政府第四科(建设科>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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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技士一人办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0- )

1949年

12月10日下午3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开江，在县城东郊与反共
救国军第七师独立支队接火，激战近两小时，独立支队溃逃，人民解放军进
城，开江宣告解放。

1950年

1月16日，中共开江县委和开江县人民政府同时成立，水利工作归县

澉府建设科负责。
1952年

5月9日，暴雨，受灾7个区、49个乡、313个村，明月坝亭子桥、回龙

高板桥、石平桥被洪水冲毁，作物受灾面积167666亩，毁房320间，死亡7

伤9人。发放救灾款5835万元(旧币1万折今币1元)，大米万余斤口

6月后，开始全县农田水利建设，在永兴岩腔湾搞试点。修建我县第一
个山湾大塘。

1953年

’县人民政府改建设科为农业科，水利工作由农业科协理。

1954年

6月，开江县人民电厂(火电)建成投产，装机54千瓦，供县城照明生
产用电。

1955年

12月，达县地区在我县黄泥乡动工修建全地区第一示范水库一明月
水库o

1956年

省测量队来开江县勘测设计宝石桥水库，到次年完成。确定规模为灌
溉涪、达、万3地区的开、梁、垫三县，梁平盐井口水库，垫江双河水库均为
宝石桥水库结瓜工程。

1957年

3月，农业科设立水利办公室，专管全县水利工作。
1958年

8月12日，宝石桥水库破土兴建(1960年停建，1966年续建，19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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