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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李利顺

逶迤的沱江，源远流长。世代生活在江岸的资中人民，既享有江水

带来的福利，又经受过洪水造成的灾难。据解放前的资料记载，每当洪

水暴发时，沿江一带人民的生命财物就大量被吞噬，．再加上历代反动统

治者只顾趁水搜到民脂民膏，天灾入祸迫使不少人家破人亡。在那深重

灾难的年月，广大劳动人民治理沱江的理想和渴求幸福的愿望，只能象

滔滔江水一样付之东流。

物换星移，山河变迁。随着历史的发展，沱江也在改变着它的面

貌。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开发和治理沱江，采取绿化

沿江两岸、修筑堤防工程等措施，领导广大人民在汛前，汛中和灾后做

好防洪抗洪工作，努力把洪水造成的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1981年，资

中县遭受了近百年罕见的特大洪灾。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省，地党

政的直接领导下，全县军民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抗洪救灾斗争。在这

场斗争中，涌现了许多英勇抗洪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创造了无数可歌可

泣的感人事迹。抗洪斗争的胜利再一次证明：人民是大自然的主人，群

众是真正的英雄!

通过历史和现实的防洪抗洪斗争，使我们更加看到了党领导下人民

的力量，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同时，也使我们看到了总结防洪抗

洪经验教训的重要性和治理江河的必要性．正是为了继承先辈的抗洪业

绩，让当代和后人不断探索自然规律，使沱江更好地造福于人类，我们

编写了这本《洪灾志》。

《资中县洪灾志》介绍了沱江流域资中段的自然地理概况，再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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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中关于1949年前的洪灾景况，搜集整理了解放三十年来的洪灾情况，

出地记述了1981年的特大洪灾。通过对这次洪灾的记述，如实地记录了

政军民奋勇抗洪的事迹，颂扬了党和政府对灾区人民的关怀和各地的

援，展示出灾区人民千方百计地生产自救．重建家园的情景，反映出大

之年各条战线很快出现的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这本专志，是建国以来

县编写的第一部地方志，参与编写的同志力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思想为指导，努力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实事求是地反

资中人民历尽的辛酸与欢乐、沱江的过去和今天。但是，由于缺乏编

史修志的经验，加上可资借鉴的东西太少，书中有遗漏、偏颇和不是之

处，请各方面的同志指正。

一九／k---年十一月一日



第一篇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一节彳，一。P

第二节弟一lJ

第三节弟二。p

第四节

第五节弟且I=J

第六节

第三章

第一节弟一。P

_，

·_-'

■一
·_一'

四、

五、

第二节厢一下

第四章

第五章

第二篇

第一章

目 录

沱江流域资中段自然地理概况⋯⋯⋯⋯⋯⋯⋯⋯⋯(1)

地形地貌⋯⋯O O 0 0 8 0 0 0 0 0 0 0 e OQ⋯⋯⋯⋯⋯⋯⋯⋯⋯⋯⋯(1)

河流水系⋯⋯⋯⋯⋯⋯⋯⋯⋯⋯⋯⋯⋯⋯⋯⋯⋯⋯(2)

沱江⋯⋯O O Q 0 0 0 O O O Q O 0⋯⋯⋯⋯⋯⋯⋯⋯⋯⋯O e O QO!⋯(2)

球溪河⋯⋯⋯⋯⋯⋯⋯⋯⋯⋯⋯⋯0 0 0 9 o o e o Q o o 0 0 O 6 b oo⋯(3)

麻柳河⋯⋯⋯⋯⋯⋯⋯⋯⋯⋯⋯⋯⋯⋯⋯⋯⋯⋯⋯(3)

太阳河⋯⋯⋯⋯⋯⋯⋯⋯⋯0 0 0 011⋯o e o o e o o o o o eo⋯⋯⋯(3)

石堰河⋯⋯⋯⋯0 0 6 BO O O O O O eO 0(8 0 0 O D O o g g O o O o·O⋯⋯⋯⋯⋯⋯(3)

蒙溪河⋯⋯⋯⋯⋯⋯⋯⋯⋯⋯⋯o O Q g o g OI O O O 0 0 0 0 0 00⋯⋯(4)

地质土壤⋯e o 0 o oo o o o o o o o oo oo o o g o g o o e e D o e e o e o⋯o o olo o 8 oN⋯⋯(4)

地质⋯⋯⋯⋯······⋯············⋯⋯···⋯·········⋯···(4)

须家河组⋯⋯⋯⋯⋯⋯⋯⋯⋯⋯⋯⋯⋯⋯⋯⋯⋯⋯(4)

自流井组⋯⋯⋯⋯⋯⋯⋯⋯⋯⋯⋯⋯⋯．．．⋯⋯⋯⋯(4)

沙溪庙组⋯⋯⋯⋯⋯⋯⋯⋯⋯⋯⋯⋯⋯⋯⋯⋯⋯⋯(4)

遂宁组⋯⋯⋯⋯⋯⋯⋯⋯⋯⋯⋯⋯⋯⋯⋯⋯⋯⋯⋯(5)

第四系O 0 0 O O 0 0 0 0⋯⋯⋯⋯⋯⋯⋯⋯⋯⋯⋯⋯⋯o o o o a o e o g(5)

土壤⋯⋯⋯⋯⋯O 0 0 O O O⋯O g O O gO⋯⋯⋯⋯⋯⋯⋯⋯⋯(5)

气象水文⋯⋯⋯⋯⋯⋯⋯⋯⋯⋯⋯⋯⋯⋯⋯⋯⋯⋯(5)

沱江水利资源对农业发展的作用⋯⋯⋯⋯⋯⋯⋯⋯(6)

、、9

7

7

●_．

／_，，●、

●

●

●

●

●

●

●

●

●

●考～略～灾～

洪

～前～年～
九

一四代

九一

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二章 清朝⋯⋯⋯⋯⋯⋯⋯⋯⋯⋯⋯⋯⋯⋯⋯⋯⋯⋯⋯(7)

第三章 民国时期⋯⋯⋯⋯⋯⋯⋯⋯⋯⋯⋯⋯⋯⋯⋯⋯⋯⋯(8)

第一节文献资料关于民国时期的洪水记载⋯⋯⋯⋯⋯⋯⋯(8)

第二节 民国年间的救灾情况⋯··Q O OO⋯⋯⋯⋯⋯⋯⋯⋯⋯⋯(11)

一、 民国二十五年民间集体，个人救灾情况⋯⋯⋯⋯⋯(11)

二、 民国二十五年政府救灾情况⋯⋯⋯⋯O OI O 0 0 0 0 0 0 0 0 0 0 0 g 00(“)

三、 民国三十七年、三十八年的救灾情况⋯⋯⋯⋯⋯⋯(1 3)

附：资中历史上历次洪灾记录摘要⋯⋯⋯⋯⋯⋯⋯⋯(15)

第三篇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一节席一下

第二节爿寺一下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弟／、下

第七节珂，弋J。p

第／‘＼节片}、-。p

第九节

第十节片，一l’P

第三章

一九五O年至一九八O年洪灾简述⋯⋯⋯⋯⋯⋯⋯(18)

三十年的洪灾简况⋯⋯⋯⋯⋯⋯⋯⋯⋯⋯⋯⋯⋯⋯(18)

党和政府及人民采取各种救灾措施⋯I O Q Q O0⋯⋯⋯⋯(24)

加强防洪工作的领导⋯⋯⋯O o o O o o m O O O O O O O O eI O O O

O—O

O Q O OI O UO(24)

开展汛前大检查，消除各种隐患⋯⋯⋯⋯⋯⋯⋯⋯(24)

及时传递雨情、水情e o o o e o a e o e e·o e e o e e o o o o o oto did o o o o(t o o⋯⋯(25)

设立水位标尺，固定专人观测水位⋯⋯⋯⋯⋯⋯⋯(25)

确定警戒水位和人住物存的安全范围e g o o o e e,el e o o e o o ooo(25)

加强洪期中的治安保卫工作⋯⋯⋯⋯⋯⋯⋯⋯⋯⋯(26)

认真做好洪期中的防病治病工作⋯⋯o o o o o ol o o o o o o o o o oo(26)

组织抢险队伍，确定抢险原则⋯⋯O 0 0 0 0 Q⋯O e O O 00⋯⋯(26)

既抓防洪又抓蓄水⋯⋯⋯O 0 0 0 g O O 0 0⋯O 0 0 0 0 0 0 00⋯⋯⋯⋯(26)

努力做好洪期中的物资器材供应(D O g g O B dP 0 giJ O O O Q 4r,qlJ dJ O O OID O 4D(O O(27)

应从历次洪灾中引起注意的问题⋯⋯e o o e o o o oo e o o o o o e oo(27)

第四篇 一九八一年的特大洪灾⋯⋯⋯⋯⋯⋯⋯⋯⋯⋯⋯⋯(29)

第一章 洪水灾情⋯⋯⋯o o o o o o qJ o o ol o O O O O O O⋯⋯o o o o o e e o o o e e e o o o o o e ee(29)

2



第一节灾前预兆⋯⋯⋯⋯⋯⋯⋯⋯⋯⋯⋯⋯⋯⋯⋯⋯⋯⋯(29)

第二节 四处告急0 0 0 0 9 0 0 0 a⋯⋯⋯⋯⋯⋯⋯⋯⋯⋯⋯⋯⋯⋯⋯(31)

第三节淹没情况⋯⋯⋯⋯⋯．．．⋯O 0 0 0 00⋯⋯⋯⋯⋯⋯⋯⋯⋯(37)

第四节洪灾损失⋯⋯⋯⋯⋯⋯⋯⋯⋯⋯⋯⋯⋯⋯⋯⋯⋯⋯(40)

附：全县洪灾损失表⋯⋯⋯⋯⋯⋯⋯⋯⋯⋯⋯⋯⋯⋯(44)

第二章 抗洪抢险⋯⋯⋯⋯⋯⋯⋯⋯⋯⋯⋯⋯⋯⋯0 0 0 0 0 0⋯⋯(49．)

第一节准备工作o e Q e g o⋯⋯⋯⋯⋯⋯⋯⋯⋯D O O O O O⋯g O g O·O⋯⋯(49)

第二节领导指挥抢险⋯⋯⋯⋯⋯⋯⋯⋯⋯⋯⋯⋯⋯0 0 0 0 00⋯(50)

第三节军民奋力抢险⋯⋯⋯⋯⋯⋯⋯⋯⋯⋯⋯O O 0 0 0 0 g eO⋯⋯(55)

一、 人武部干战，公安干警英勇抢险⋯⋯0 0 0 0 0 0 0 B 0 0 0 0 0 0 O O O0(55)

二、 供销职工奋勇抢救国家财产O O O 0 0 Q 0 0 0 B O O 41 O Q·D O O m OO⋯⋯⋯(57)

三、 外贸站抢救贵重物资⋯⋯⋯⋯⋯⋯⋯⋯⋯⋯⋯1 0 Q m m o(58)

四、 文教部门抗洪保考试⋯⋯⋯⋯⋯⋯⋯⋯⋯gO O g OO D O O g OQ(58)

五、 县医院抢救药品、器材⋯⋯⋯⋯⋯⋯⋯⋯⋯⋯⋯⋯(5 9)

六、 球溪河糖厂抗洪保设备⋯⋯⋯⋯⋯⋯⋯⋯⋯⋯⋯⋯(59)

七、 电表厂抢险队三次抢险保护集体财产⋯O O 0 O D O O B O O OO⋯(60)

八、 渔溪农具厂抢救木材⋯⋯⋯⋯⋯⋯⋯⋯⋯⋯⋯⋯⋯(61)

九、 建筑公司抢救建材⋯⋯⋯⋯⋯⋯⋯⋯⋯⋯B D O O O O O D O B OO(61)

十、 资中灰砂砖厂支援归德区抢险⋯⋯·O O O D O O OQ⋯⋯⋯⋯(62)

十一、 甘科所抢险树新风⋯⋯⋯⋯⋯⋯⋯⋯⋯⋯⋯⋯⋯⋯(62)

十二、 廖明久奋不顾身保公船⋯⋯⋯⋯⋯⋯⋯⋯⋯⋯⋯⋯(62)

十三、 陈尚永冒险救难民⋯⋯⋯⋯⋯⋯⋯⋯⋯⋯⋯⋯⋯⋯(64)

十四、 雷章富舍己救人⋯⋯⋯⋯⋯⋯⋯⋯⋯⋯⋯⋯⋯⋯⋯(65)

第三章 生产自救⋯⋯⋯⋯⋯⋯⋯⋯⋯⋯⋯⋯⋯⋯⋯⋯⋯⋯(65)

第一节党和政府领导救灾⋯⋯⋯⋯⋯⋯⋯⋯⋯⋯⋯⋯⋯⋯(65)

第二节 解决灾民吃穿住治病问题⋯⋯-+⋯⋯⋯⋯··O O O 0 0 0 0·O⋯(71)

3

夕．



四、

五、

第三节

一、

第四节

四、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解决吃的问题⋯⋯⋯⋯⋯⋯⋯⋯⋯⋯⋯⋯⋯⋯．．⋯·(71)

解决住宿的问题⋯⋯O Q O O O O 0 0 0 0 0 0 0 0 0 0 0 48⋯⋯⋯⋯⋯⋯⋯(72)

抓好通水通电通邮⋯⋯⋯⋯⋯⋯⋯⋯⋯⋯⋯⋯⋯⋯(73)

搞好防病治病⋯⋯⋯⋯⋯⋯⋯⋯⋯⋯⋯⋯⋯⋯⋯⋯(74)

分配发放救灾物资⋯⋯⋯⋯⋯⋯⋯⋯⋯⋯⋯⋯⋯⋯(76)

附：资中县救灾款、物分配表O O O O g O⋯⋯O Q O O O 0⋯⋯⋯⋯(76)

各地支援灾区⋯⋯⋯⋯⋯⋯⋯⋯⋯⋯⋯⋯⋯⋯⋯⋯(77)

外地支援⋯⋯⋯⋯⋯⋯⋯⋯⋯⋯⋯⋯0 0 0 0 0 0 0 00⋯⋯⋯(77)

附：外地支援我县救灾款、物清单⋯⋯⋯⋯⋯of e d o e o eg(78)

本地捐助⋯⋯⋯⋯⋯⋯⋯⋯⋯⋯⋯⋯⋯⋯⋯⋯⋯⋯(79)

支援的好人好事⋯⋯⋯⋯⋯⋯⋯⋯⋯⋯⋯⋯⋯⋯⋯(80)

恢复生产⋯⋯e e e o e e g e e o o o⋯⋯⋯⋯o o o o o o g o o o Bo⋯⋯⋯⋯(81)

农业⋯⋯⋯O e 6 O OO⋯⋯⋯⋯⋯⋯⋯⋯⋯⋯⋯⋯⋯⋯(81)

工业交通⋯⋯⋯⋯⋯⋯⋯⋯⋯⋯⋯⋯⋯⋯⋯O o o o o o o 0 0(82)

财 贸⋯⋯⋯⋯⋯⋯⋯⋯⋯⋯⋯⋯⋯⋯⋯⋯⋯⋯⋯(85)

文化教育⋯⋯⋯⋯⋯⋯⋯⋯⋯⋯⋯⋯⋯⋯⋯⋯⋯⋯(85)

庆功授奖⋯⋯⋯⋯⋯⋯⋯⋯⋯⋯⋯⋯⋯⋯⋯⋯⋯⋯(86)

省地县有关庆功授奖指示摘要⋯⋯⋯⋯⋯⋯··O O O B OO(86)

评选活动和结果⋯⋯⋯⋯⋯⋯⋯⋯⋯⋯⋯⋯⋯⋯⋯(87)

附：资中县抗洪救灾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名单⋯⋯⋯．．．(89)

第三节抗洪模范和出席省庆功大会代表事迹简介⋯⋯⋯⋯(123)

一、 抗洪模范事迹简介⋯⋯⋯⋯⋯⋯⋯⋯⋯⋯⋯⋯⋯⋯(123)

二、 出席四川省的先进集体事迹简介⋯⋯⋯⋯⋯⋯⋯⋯(124)

三、 出席四川省的先进个人事迹简介⋯⋯⋯⋯⋯⋯⋯⋯(126)

第四节 地县委组织抗洪救灾报告团进行宣讲O e O 0 0 0 O O O O O O 8 0 0 O O 0(129)

第五节庆功授奖活动⋯⋯⋯⋯⋯⋯⋯⋯“⋯⋯⋯⋯⋯⋯⋯·(130)

4



第五章 经验教训⋯⋯⋯⋯⋯⋯⋯⋯⋯⋯⋯⋯⋯⋯⋯⋯⋯⋯(131)

第一节旱涝关系的认识⋯O O LD LP O B LIP LD OIP O O⋯⋯⋯⋯⋯⋯⋯⋯⋯⋯(131)

第二节河道治理及沿江工程建设⋯⋯⋯⋯⋯⋯⋯⋯⋯⋯⋯(133)

第三节洪期的预测预报⋯⋯⋯⋯⋯⋯⋯⋯⋯⋯⋯⋯⋯⋯⋯(135)

第四节 洪期的思想准备⋯⋯⋯⋯⋯⋯⋯OO O O O O⋯⋯⋯⋯⋯⋯(136)

总附：一、一九八一年特大洪灾大事记⋯⋯⋯⋯⋯⋯⋯⋯(137)

二、省报以上报，台刊物和本县简报⋯⋯⋯⋯⋯⋯(141)

报道资中抗洪救灾索引⋯⋯⋯⋯⋯⋯⋯⋯⋯⋯⋯⋯(142)

编后8 O O O O O O O O O D O⋯”一”一””““””一”“”””“”“．．“···””··”·······”·(147)

资中县编史修志委员会名单⋯⋯⋯⋯⋯⋯⋯⋯⋯⋯⋯⋯⋯⋯⋯⋯(1 48)

《资中县洪灾志》编纂委员会名单⋯⋯⋯⋯⋯⋯⋯⋯⋯⋯⋯⋯⋯(148)

封面设计：

封面摄影——资中城区洪水淹没一角

封面没计：陈吉康

封面二：球溪区、鱼溪区公所场镇淹没概貌

封面三：张爱萍题词

封底一：恢复生产景象

封底二：重建家园一瞥

5



第一篇 沱江流域资中段自然地理概况

第一章地形地貌

资中县地处四川盆地西南部，位于东经104。27 7一105。07 7，北纬

29。34 7—30。02 7之间。全县幅员面积1 7 2 5平方公里。地形是西南高，

东北低，海拔一般在350米军_600米之间，地形截割不深，大多在200米

以内。丘陵地形占全县绝大部分。我县最高点在清平公社的观音岩，海拔

高程737米，最低点在银山镇沱江边，海拔高程约300米。

根据我县地形地貌特征，可分出以下地貌类型：低山、深丘，浅

丘、缓丘、河谷阶地等。

低山：分布在新桥区与威运县邻近带，范围约3 5平方公里。海拔

高程在500米至737米之间，地形相对高差大于200米，沟谷狭窄，地形

坡度较陡峻。

深丘：在我县西南与威运县接壤地带，环绕低山分布在石柱、球

溪，归德、谷田、大联、拥共等公社一线。面积共约500平方公里。海

拔高程在400米至61 1米之间，相对高差100至200米。

浅丘：分布在两带深丘地形之间和发轮、双龙、太平，龙江区等

地，范围共约1 0 9 0平方公里。海拔高程在300米至507．1米之间，相

对高差50至100米。

缓丘：分布在我县东北角孟塘、两渡、新政、月山、天宝寺等公社

一带，范围约8 5平方公里。海拔高程357米至430米，相对高差2 0米至

50米，地形平缓，。沟谷宽阔，多呈馒头状孤丘。

河漫滩和阶地：在沱江两岸有零星小块分布。河漫滩一般高出沱江

水面零至5米，一级阶地高出河水面5米至1o米，二级阶地高出河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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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o米至20米，三级阶地高出河水N 40i960米，皆为现代和古代河流冲积

形成的泥沙、卵石覆盖。在我县境内有几处明显的沱江古河道遗迹，如

谷田坝、苏家湾、明心坝、铜锣坝等。

第二章 河流水系

我县境内主要河流是沱江。其主要支流有球溪河、麻柳河、太阳

河，石埝河、蒙溪河。

第一节 沱 江

是长江上游的主要支流，为四川盆地腹部区的重要水系之一。沱江

发源于岷山南麓，源流有三：左源为绵远河，中源为石亭江，右源为湔

江。绵远河为干流，发源于川西北茂县九顶山，流经丛山之中，经绵竹

县至汉旺出峡谷，进入川西平原，又经德阳在广汉县连山镇后汇石亭江

及岷江水系的青白江、毗河，穿龙泉山金堂峡而进入丘陵区，再向南流

又经简阳、资阳、资中、内江、富顺等县于泸州市进入长江。从绵竹县

断头岩下的大黑湾至泸州河口全长702公里，总落差2，354米，平均比降

3．3‰。干流在金堂以上为上游，称绵远河，长200公里；金堂至内江为

中游，长300公里，落差147米，比降0．9‰；内江至河口为下游，长202

公里。干流中下游河道．弯曲，滩沱相间，比降平缓，河谷多呈“U”

型，河岸低，河床宽150至300米，沿岸城镇、耕地多。沱江流域面积

2 7 8 6 0平方公里，由于在川西坝上与岷江水系的青白江、毗河相

通，形成了沱江流域的不封闭性。

沱江流经我县在球溪河口入境至银山糖厂出境，长82．5公里，落差

32．56米，比降0．39‰，较沱江中游段平均比降缓。河床宽约80至300米，

河道弯曲，滩沱相间，河心洲坝有1 3个。沿江两岸场镇有顺河场、甘

露、归德、文江，重龙镇(城区)、苏家湾、蒙溪口、银山镇。规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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