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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禄丰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张德巍

水是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份，水资源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物质财富。我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历代政权的存亡、社会的兴

衰，多与治水工作的兴废相联系。凡重视兴修水利、减少水旱灾害

者，则五谷丰登，生产力发展，社会安定。反之，则灾害频繁，民
饥国衰，社会动荡不安。

据《云南通志》载：禄丰县自明朝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起至

清朝宣统三年(公元191 1年)就有过一些治水活动；民国元年(公元

1912年)至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亦先后颁布过兴修水利、水利管

理方面的章程、规定、规则，对水利建设事业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治水成就最大，成绩较为显著者，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三十多年间。这三十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是历代无可比拟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把水利建设作为发展国
民经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一项战略措施加以实施，县委、县人

民政府直接领导全县人民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根据本县

自然特点，采取蓄、引、提措施，兴修了中型、小(一)型、小

(二)型及以下各种水利工程。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蓄水、引

水和提水工程星罗棋布。随着水利事业的发展，对于改善农业生产
条件，促进农业全面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也应该看到农业水利化程度还不高，有水灌溉的耕地只占全

县总耕地面积的42．6％，很多地方还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局

面，农业基础还比较薄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水利不仅是增强农业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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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与工业、城乡人民生活患患相关，是一件关

系到经济发展、人类生存的大事。因此，要把水利建设作为强化农

业基础振兴城乡经济的大事来抓，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增

加水利投入，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治山治水综合
治理的方针，一代一代地将治水工作坚持下去，这是全县各族人民
的期望。

为了把水利建设沿着正确的道路持续地发展下去，必须认真地

总结过去，启迪未来。为此根，据国家关于编纂地方史志的指示精神，
于1 986年3月，经县水电局领导研究决定：由杨应文、王崇义负责

编写禄丰县水利志的任务。这是一项难度比较大的工作，过去又没

有水利专志和系统的文字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县，区

体制变动频繁，禄丰县是四个县合并的县，资料比较分散，不易查
找。但是，经过修志人员的辛勤劳动，进行了广征博采，按照详今

略古，弃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原则，经过科学分析，考证核实，编

纂成志。全志除概述、大事记外，分四篇、十九章、五十七节，共
十五万字。

志中从禄丰县治水的起源开始，用新的观点，较为系统地记述
了各个历史时期治水活动的起伏过程及其特点，使社会主义时代的

第一部禄丰县水利志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资料性。志中突出地反

映了禄丰县的风貌和地方特色，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

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愚公移山”的大无畏精神，战天

斗地，改造大自然的英勇气概。并揭示了古今治水活动中的经验和

教训，藉以提高干部的知识化和专业化水平，对当代和今后的水利

建设都将是有益的借鉴。望全县水利工作者和从事农业基础工作的
干部认真读一读这部水利志，并以实际行动为发展全县水利建设．

延续禄丰县水利志作出新的贡献。



凡 例

(一) 《禄丰县水利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

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编纂而成，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
性相统一的水利专业志。

(二)本志用横排门类、纵述事实的结构形式，除卷首外，正

文分篇、章、节、目，分门别类，突出重点、．记述本县水利事业发
展的情况，图、表附于有关章、节之中。

(三)本志坚持“略古详今”的原则，上限追溯到明、清时代
的治水活动，下限写到1987年底，个别问题适当延续。

(四)本志对历代政权机构均按当时称呼，如明朝，清朝、民

国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简称建
国前或建国后；志中提到的党和政府，系指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

府。对于年号，一律按当时习惯称呼，年号后注明公元年代。凡世

纪年代和夏历年、月、日，均用汉字表示，凡公元年、月、日，用

阿拉伯字书写。
(五)本志对于地名、度量衡、温度、海拔高程的书写：地名

以禄丰县地名普查后统一的称谓；度量衡、民国前按历史记载书

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制书写；温度用摄氏度；海拔

一律使用黄海高程。
(六)本志对于数字的书写：除历史资料按原来数据写法不加

改动外，分别以汉字和阿拉伯字使用，但表格一律用阿拉伯字书
写，小数点后只保留两位数。

’

(七)由于体制变动，禄丰县是1 958年由广通、盐兴、罗次，

禄丰四县合并。志中凡1958年以前涉及到的广通、盐兴、罗次、禄

丰四个县的体制名称及1 958年并县以后涉及的区、镇、乡或公社，

大队、革委会之类的机构名称，均按当时的体制机构名称书写。
(八)本志编纂、．撰写、审稿、制图、摄影、校对均署名，以

示负责，

3 V



目 录

序 言

凡 例
‘

，．

概述”一”””··“·”“”oe o o o o ee o”一””一””””“”””．．”．．一””·(1)

大事记⋯⋯⋯⋯⋯⋯⋯⋯⋯⋯⋯⋯⋯⋯⋯⋯⋯⋯⋯⋯⋯⋯⋯(9)

第一篇自然概况⋯⋯⋯⋯⋯⋯⋯⋯⋯⋯⋯⋯⋯⋯⋯⋯⋯⋯(23)

第一章地理概况⋯⋯⋯⋯⋯⋯⋯⋯⋯⋯⋯⋯⋯⋯9 0 0 0 0 0⋯(23)

第一节地质地貌⋯⋯⋯⋯⋯⋯⋯⋯⋯⋯⋯⋯⋯⋯⋯⋯(23)

第二节气候特征⋯⋯⋯⋯⋯⋯⋯⋯⋯⋯⋯⋯⋯⋯⋯⋯(23)

第三节水系河流⋯⋯⋯⋯⋯⋯⋯⋯O O O O OO⋯⋯⋯⋯⋯⋯(28)

第二章水资源⋯⋯⋯⋯⋯⋯⋯⋯⋯⋯⋯⋯⋯⋯⋯⋯⋯⋯(32)
第一节地表水⋯⋯⋯⋯⋯⋯⋯⋯⋯⋯⋯⋯⋯⋯0 0 0 0 0 0 0 00(32)

第二节地下水⋯⋯⋯o o e o o 0 o oo⋯⋯⋯⋯⋯⋯⋯⋯⋯⋯⋯(34)

第三节水能资源⋯⋯⋯⋯⋯⋯⋯⋯⋯⋯⋯⋯⋯⋯⋯⋯(34)

第四节水质状况⋯⋯⋯⋯⋯⋯⋯⋯⋯⋯⋯⋯⋯⋯⋯⋯(35)

第三章 旱洪灾害⋯⋯⋯O O B O O O⋯⋯⋯⋯⋯⋯⋯⋯⋯⋯⋯⋯(38)

第一节 旱灾⋯⋯⋯⋯⋯⋯⋯⋯⋯⋯⋯⋯⋯⋯⋯⋯⋯⋯(38)

第二节洪灾⋯⋯⋯⋯⋯⋯⋯⋯⋯⋯⋯⋯⋯⋯⋯⋯⋯⋯(40)

第三节．抗灾记实⋯⋯⋯⋯⋯⋯⋯⋯⋯⋯⋯⋯⋯⋯⋯⋯(43)
第二篇水利建设⋯⋯⋯⋯⋯⋯⋯⋯⋯⋯⋯⋯⋯⋯⋯⋯⋯⋯(47)

第一章蓄水工程⋯⋯⋯⋯⋯⋯⋯⋯⋯O O O O OO⋯⋯⋯⋯⋯⋯(48)

第一节 中型工程——东河水库⋯⋯⋯⋯⋯⋯⋯o o o O o o o oo(52)

第二节小(一)型水库⋯⋯⋯⋯⋯⋯⋯⋯⋯⋯⋯⋯⋯(56)

——大炉箐水库⋯⋯⋯⋯⋯⋯⋯⋯⋯⋯．．．⋯⋯(56)



二老鸦关水库⋯⋯⋯⋯⋯⋯⋯⋯⋯⋯⋯⋯⋯(57)

三小街水库⋯⋯⋯⋯⋯⋯⋯⋯⋯⋯⋯⋯⋯⋯(58)
四 洋溪冲水库⋯⋯⋯⋯⋯⋯·?⋯⋯⋯·$OI 01$O OO(58)

五嘎力寺水库⋯⋯⋯⋯⋯⋯⋯⋯⋯⋯⋯O O O O OO(59)

六大过坝水库⋯⋯⋯⋯⋯⋯·⋯⋯⋯⋯⋯⋯．．(60)

．七碧城大箐水库⋯⋯⋯⋯⋯⋯⋯⋯⋯⋯⋯⋯(60)

八黄坡水库⋯⋯⋯⋯⋯⋯⋯⋯⋯⋯⋯⋯⋯⋯(61)
九中山水库⋯⋯⋯⋯⋯⋯⋯⋯⋯⋯⋯⋯⋯⋯(62)

十竹箐口水库⋯⋯⋯⋯⋯⋯⋯⋯⋯⋯⋯⋯⋯(62)

十一水口箐水库⋯⋯⋯⋯⋯⋯⋯⋯⋯⋯⋯⋯⋯(64)

十二 团结水库⋯⋯⋯⋯⋯⋯⋯⋯⋯⋯⋯⋯⋯⋯(64)

十三 罗川大庆水库⋯⋯⋯⋯⋯⋯⋯⋯⋯⋯⋯⋯(65)

十四 中心井水库⋯⋯⋯⋯⋯⋯⋯⋯⋯⋯⋯⋯⋯(66)

十五老羊箐水库⋯⋯⋯⋯⋯⋯⋯⋯⋯⋯⋯⋯⋯(67)
十六 赵家箐水库⋯⋯⋯⋯⋯⋯⋯⋯⋯⋯⋯⋯⋯(68)
十七老马河水库⋯⋯⋯⋯⋯⋯⋯⋯⋯⋯⋯⋯⋯(69)

十八大跃进水库⋯⋯一⋯⋯⋯⋯⋯⋯⋯⋯⋯⋯·(69)

十九石坝冲水库⋯⋯⋯⋯⋯⋯⋯⋯⋯⋯⋯⋯⋯(70)

二十芹菜沟水库⋯⋯⋯⋯e O O O O O·Q·⋯⋯⋯⋯⋯⋯(71)

十一三丘田水库⋯⋯⋯⋯⋯⋯⋯⋯⋯⋯⋯⋯⋯(7 x)

十二千工坝水库⋯⋯⋯一⋯⋯⋯⋯⋯⋯⋯⋯⋯·(72)

十三 哨箐水库⋯⋯⋯⋯⋯⋯⋯⋯⋯⋯⋯⋯⋯⋯(72)

小(二)型水库⋯⋯⋯⋯⋯⋯⋯⋯⋯⋯⋯⋯⋯(76)

小坝塘⋯⋯⋯⋯⋯⋯⋯⋯⋯⋯⋯⋯⋯⋯⋯⋯⋯(80)

引水工程⋯⋯⋯⋯⋯⋯⋯⋯⋯⋯⋯⋯⋯⋯⋯⋯⋯(83)

0．3立米／秒以上引水工程⋯⋯⋯⋯⋯⋯⋯“(83)

0．3立米／秒以下引水工程⋯⋯⋯⋯⋯?⋯⋯··(86)

提水工程⋯⋯⋯⋯⋯⋯⋯⋯⋯⋯⋯⋯⋯⋯⋯⋯⋯(88)

木质提水工具⋯⋯⋯⋯⋯⋯⋯⋯⋯⋯⋯⋯⋯⋯(88)

机械提水⋯⋯⋯⋯⋯⋯⋯⋯⋯⋯⋯⋯⋯⋯⋯⋯(89)

电力抽水站⋯⋯⋯⋯⋯⋯⋯⋯⋯⋯⋯⋯⋯⋯⋯(90)

．水轮泵站⋯⋯⋯⋯⋯⋯⋯⋯⋯⋯⋯⋯⋯⋯⋯⋯(95)



。第四章井灌工程⋯⋯⋯⋯⋯⋯⋯⋯⋯⋯⋯⋯??⋯⋯⋯⋯：(96)
第一节人工井⋯⋯⋯⋯⋯⋯⋯⋯⋯⋯⋯⋯1⋯⋯⋯⋯⋯(96)

第二节冲抓锥井⋯⋯⋯⋯⋯⋯⋯⋯ol o o@o o 0

o⋯⋯⋯。e
o c e ne(96)

第三节深井⋯⋯⋯⋯⋯⋯⋯⋯⋯⋯⋯⋯：⋯⋯⋯⋯⋯··(97)

第五章水浇地⋯⋯⋯⋯⋯⋯⋯⋯⋯⋯⋯⋯⋯⋯⋯⋯⋯⋯(98)
第一节人工浇地⋯⋯⋯⋯⋯⋯⋯．⋯⋯⋯⋯⋯⋯⋯⋯⋯(98)

第二节软管浇地⋯‰⋯⋯⋯⋯⋯⋯⋯⋯⋯⋯⋯⋯⋯⋯(99)
第三节喷灌⋯⋯⋯⋯⋯⋯⋯⋯⋯⋯⋯⋯⋯⋯⋯⋯⋯⋯(99)

第六章水土保持⋯⋯⋯⋯⋯⋯⋯⋯⋯⋯⋯⋯⋯⋯⋯⋯⋯(101)

第一节水土流失⋯⋯⋯⋯⋯⋯⋯⋯⋯⋯⋯⋯⋯⋯⋯⋯(101)

第二节水土治理⋯⋯⋯⋯⋯⋯⋯⋯⋯⋯⋯⋯⋯⋯⋯⋯(102)

第七章河道治理工程⋯⋯⋯⋯⋯⋯⋯⋯⋯⋯⋯⋯⋯⋯⋯(105)
第一节罗次西河改河工程⋯⋯⋯⋯⋯⋯·o o·l e⋯⋯⋯⋯(105)

第二节 龙沟河治理工程⋯⋯⋯⋯⋯⋯⋯⋯⋯⋯⋯⋯⋯(105)

第三节 县城附近南、西河整治工程⋯⋯⋯⋯。⋯⋯：⋯(106)

第八章供水工程⋯⋯⋯⋯⋯⋯⋯⋯⋯⋯⋯⋯⋯⋯⋯⋯⋯(108)

第一节城镇供水⋯⋯⋯⋯⋯⋯⋯⋯⋯⋯⋯⋯⋯⋯⋯⋯(108)

一金山镇⋯⋯⋯⋯⋯⋯⋯⋯⋯⋯⋯⋯⋯⋯⋯⋯(i 08)

二一平浪镇⋯⋯⋯⋯⋯⋯⋯⋯⋯⋯⋯⋯⋯⋯⋯(1lO)

三广通镇⋯⋯⋯⋯⋯⋯⋯⋯⋯⋯⋯⋯⋯⋯⋯⋯(1lO)

四碧城镇⋯⋯⋯⋯⋯⋯⋯⋯⋯⋯⋯⋯⋯⋯⋯⋯(1 1 1)

第二节农村人畜饮水⋯⋯⋯⋯⋯⋯⋯⋯⋯⋯⋯⋯⋯⋯(112)

第九章 电力建设⋯⋯·· w o e O@⋯⋯⋯⋯⋯⋯⋯⋯⋯⋯⋯(114)

第一节火电⋯⋯⋯⋯⋯⋯⋯⋯⋯⋯⋯⋯⋯⋯⋯⋯⋯⋯(1 14)

第二节小水电⋯⋯⋯⋯⋯⋯⋯⋯⋯⋯⋯⋯⋯⋯⋯⋯⋯(115)

第三节 电网⋯⋯⋯·,0
0 0 0⋯⋯⋯⋯⋯⋯⋯⋯⋯⋯⋯⋯⋯(I 16)

第四节 电力管理⋯⋯⋯⋯⋯⋯⋯⋯⋯⋯⋯⋯⋯⋯⋯⋯(120)

第三篇水利管理⋯⋯⋯⋯⋯⋯⋯⋯⋯⋯⋯⋯⋯⋯⋯⋯⋯⋯(123)

第一章管理体制⋯⋯⋯⋯⋯⋯⋯e o o e o e e e o⋯⋯⋯⋯⋯⋯⋯(124)

第一节管理机构⋯⋯⋯⋯⋯⋯⋯⋯⋯⋯⋯⋯⋯⋯⋯⋯(124)

第二节分级管理⋯⋯⋯⋯⋯⋯⋯⋯⋯⋯⋯⋯⋯⋯⋯⋯(124)

第二章工程管理⋯⋯⋯⋯⋯⋯o oo e e e⋯⋯⋯⋯⋯⋯⋯⋯⋯(125)



第一节运行管理⋯000 000 0 o o o 00 0e O o o o⋯⋯⋯⋯⋯⋯8 o o o o o⋯(125)

第二节用水管理⋯⋯OOD O O O O O o o eo⋯⋯⋯⋯⋯⋯⋯⋯⋯⋯(127)

第三章经营管理⋯⋯⋯⋯⋯⋯⋯⋯⋯⋯⋯⋯⋯⋯O O 0 0 O O⋯(129)
第一节综合经营⋯⋯⋯⋯⋯⋯0 0 0 0 0 0 0-．⋯⋯⋯⋯⋯⋯⋯(129)

第二节水费征收⋯⋯⋯⋯⋯⋯⋯⋯⋯⋯⋯⋯⋯⋯⋯⋯(129)
第四章渔 业⋯⋯⋯⋯⋯⋯⋯⋯⋯⋯⋯⋯⋯⋯⋯⋯⋯(130)

第一节渔业资源⋯⋯⋯⋯⋯⋯⋯⋯⋯⋯⋯⋯⋯⋯⋯⋯(131)

第二节渔业生产⋯⋯⋯⋯⋯⋯⋯⋯⋯⋯⋯⋯⋯⋯⋯⋯(133)
． 第三节渔政管理⋯⋯⋯⋯⋯⋯⋯⋯⋯⋯⋯⋯⋯⋯⋯⋯(134)
第四篇水政人文⋯⋯⋯⋯⋯⋯⋯e 4 e Q e．o o e⋯⋯⋯⋯⋯⋯⋯⋯(137)

第一章水利机构⋯⋯⋯⋯⋯⋯⋯⋯⋯⋯⋯⋯⋯⋯⋯⋯⋯(137)

第一节机构沿革⋯⋯⋯⋯⋯⋯⋯o_⋯⋯⋯⋯⋯⋯⋯(137)

第二节技术队伍⋯⋯⋯⋯⋯⋯⋯⋯⋯⋯⋯⋯⋯⋯⋯⋯(13s)
第三节局属企事业单位⋯⋯⋯⋯⋯⋯⋯⋯⋯⋯⋯⋯⋯(138)
第四节 区乡水利机构⋯⋯⋯⋯⋯⋯⋯⋯⋯⋯⋯⋯⋯⋯(1 39)

第二章政策处理⋯⋯⋯⋯⋯⋯⋯⋯⋯⋯⋯⋯⋯⋯一⋯⋯(142)

第一节集资投劳⋯⋯⋯⋯⋯⋯⋯⋯⋯⋯⋯⋯⋯⋯⋯⋯(142)

第二节淹没补偿⋯⋯⋯⋯⋯⋯⋯⋯⋯⋯⋯⋯⋯⋯⋯⋯(143)
第三节移民安置⋯⋯⋯⋯⋯⋯⋯⋯⋯⋯⋯⋯⋯⋯⋯⋯(144)
第四节 民工伤亡抚恤⋯⋯⋯⋯⋯⋯．．⋯⋯⋯⋯⋯⋯⋯·(145)

第五节水利纠纷⋯⋯⋯⋯⋯⋯⋯⋯⋯⋯⋯⋯⋯⋯⋯⋯(t4s)

第三章人物名录⋯⋯⋯⋯⋯⋯⋯⋯⋯⋯⋯⋯⋯⋯⋯⋯(149)

))))

9

l

8

5

4

5

5

6●I‘●I‘l●I／●＼／●＼、-k，一／

介～

～

～

简～

～

～

物录～

～

人名～

～

节节～

一

一

一一

一
～第第录记附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一

『
．

的禄丰县，位于云南省中部、楚雄彝族自治州东部，地处东经10 1。

38 7一102。257北纬24。5l 7—25。307。全境跨金沙江，元江两大水系，

总面积3538平方公里。东邻富民、安宁；南接易门、双柏；西壤楚

雄、牟定；北连元谋、武定。成昆铁路、昆畹公路横贯境内，为昆
明通往滇西的咽喉。以“旱码头”著称的广通镇，是滇西通往全国

各地的交通枢纽，为滇西最大的物资集散地。县人民政府驻金山

镇，距昆明104公里，距楚雄彝族自治州首府鹿城83公里。

禄丰县开发较早，夏为梁州南境，周属壅州，两汉至东晋，宋、

齐均为秦臧县地，唐初隶属昆州，唐南诏属拓东节度地，宋大理属
鄯阐府，元至元十二年(公元1 275年)设禄丰县，属安宁州，明沿

旧治，清随明建置，属云南府(罗次、禄丰)，楚雄府(广通)，民

国初增设盐兴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分属武定、楚雄两专区，1953

年属楚雄专区，1958年改属楚雄彝族自治州。同年，罗次、盐兴、广
通、禄丰四县合并为禄丰县至今。现辖10个乡、8个镇，1 70个办
事处，．1395个村民委员会。全县总人I=I 372886人(1987年)，其中
农业人口316053人。全县有25种少数民族，世居民族有彝、苗、

回、傈僳等，彝族最多，占总人口的1 3．7叻。

耕地有35．67万亩，其中田22．32万亩，旱地1 3．35万亩，分布在海

拔1800米以下的占61．4％，1800至2000米的占32．2％，2000米以上的

占6．1％。大部份耕地热量充分，以产水稻为主，其次是包谷、小麦、
蚕豆等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主产烤烟，是商品粮基地县之一，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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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粮食总产l 1001万公斤。社会总产值27529万元，国民收入16789万

元，人均国民收入509元。工农业总产值13 197万元，其中，农业产值
8731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6．2％，属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县。

全县大的地质构造和断裂层多呈南北向，地势北高南低，东西
波状起伏、中部低，西部和南部因河流切割，高差较大，有直下数

千尺、两山抱一溪的妥安、黑井河谷；南部有四面要爬坡的罗川2

万余亩的山间盆地。全县最高点为东部屏障铜拱山，海拔2644米，
最低为南部川街小江口，海拔1300米，中部金山坝子(县城)，海
拔1 566米。山峦之间形成了大小山间盆地和河谷问1平方公里以上

坝子25个，大的罗次坝子120．9平方公里，有耕地7万余亩。这些

坝子有耕地16．3W亩，是禄丰县粮食主产区。以地势分布，坝区耕
地占35．6％，山区、半山区占64．4％。

．境内河流分属金沙江、元江两大水系。金沙江水系主要河流

有：由楚雄流入的龙川江自南向北流经广通镇的平地和妥安乡、黑

井镇后入元谋汇入金沙江，境内长5l公里，但水位较低，又处峡谷

地带，大部份农田用不上。元江水系有：星宿江，其干流东河发源

于罗次坝子洋溪冲，经罗次坝子流入禄丰坝子与南河、西河汇

合，出禄丰坝子后称星宿江，由北向南流入易门，境内长43．J7公
里，禄丰坝子以下有一平浪河，小街积石河、罗川大庆河、川街河

等汇入。境内河流大都发源于本县，源短比降大，洪水来得猛去得

快，具有暴涨暴落特征，故无舟楫之利，．但饶有水力资源。

全县水资源主要靠县内地表径流，多年平均径流量为8．2 l亿立

方米，人均有21 63立方米，占省人均的34．4％j占州人均的71．28％，

资源仍属贫乏。

气候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6．2。C，1月最冷平

均气温8．4。C，极端最低气温一4．5。C；6月最热平均气温2 1．7。C，

极端最高气温36．1。C。无霜期261天，平均有霜日数55．4天，初霜

期1 1月23日，终霜期3月18日。年平均降水日数128．5天，年平均

降水量905．6毫米。年平均蒸发量2 109．2毫米，蒸发量是降雨量的

2．3倍，除七、八月降雨量大于蒸发量，其余均是蒸发量大于降雨

量，形成干燥和半干燥气候，加之降雨量年际、地域、时空分布不

均，五至十月占全年降雨的90．3％，十月至次年四月，只占全年降



雨的9．7％，冬干夏湿明显，五、六月栽种用水高峰期降雨量只占
24．5％；。偏枯年只占9．4％，而七、八两月降雨为全年的44％，形
成旱、洪交错频繁，而旱大于洪的特点。故有： “洪灾一条线，旱灾

大_片”之说。 一

干旱给人民带来灾难，各地都流传着许多民谣： “好个小罗

川，祖祖辈辈打吊杆”(罗川)，“水来无处装，水去一片荒一(罗次)，
“天不下雨小秧像松毛，天下大雨水齐腰” (禄丰坝子)， “好个

塘北冲，谷子上场肚子空” (土官)，不少村庄还以干旱缺水定各，

如；干海资、干箐、干西冲、干田箐等。

古往今来，生长在禄丰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为了生存和发展，把

除水害、兴水利视为农业之本。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 lo年)新修

赛宝坝碑文载： “民生之计、莫重勤农，稼穑之资、尤先水利。响

者望雨如珠玉，，今则千仓万箱由此始”。充分反映了人民对水利建

设的迫切要求，同时也有不少地方官和热心于水利建设的有识之士，

为兴利除害，解除旱涝之苦，凑拨粮资，倡导开渠筑坝，治理河道

等。永乐十二年(公元1424年)修筑了东河大衬坝，明万历四十四

年(公元1620年)县民张大富创修了罗次大坝，雍正二年(公元
1724年)总督高其倬、巡抚杨其时借给帑金，檄知县安鼎和率仕民

何如文，毛同衮等在东河修了天成坝沟(现东沟)。人们经历了无

数次干旱的实践，已知“米如珠玉水如油”之理，但由于当时受社

会制度的制约，生产水平低下、科学技术不发达，人民兴修水利之

愿往往难以实现，每遇灾害，常有求神祭龙之举。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初期，全县仅有小坝塘206个，引水渠583条，保灌面积2．01万

亩。大部份耕地处于“栽秧靠雷响、旱地靠天偿”的状况。

建国后，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水利建设高潮。规模之大、效益之显著，

都是前所未有的。 ，

1952年．土地改革胜利结束后，广大农民有了土地，生产积极

性高涨，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都把水利工作列为议事日程，领导群

众整修、恢复，兴修小型水利，加强用水管理，废除封建水规，制

定新的合理用水制度，贯彻谁受益、谁负担的合理负担政策。以小
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每个冬春都掀起以水利为中心的生产高潮，

3



依靠互助合作的力量，修了大批小型水利工程，发展了农业生产．

1958年在“大跃进一中。全党动员，全民发动，以蓄水工程为

主，以解决坝区灌溉为主，掀起了大规模水利建设高潮，号召团结
治水不分山区坝区、统一规划、分配任务。区乡主要领导带头上工

地，并与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动员群众发扬自力更生、大干
苦干，自带口粮、自带工具，以人背人挑施工，畜力运送粮草，大

小工地坚持日夜奋战，抢时间争速度，重点骨干工程都是县长，副
县长上阵指挥。全县较大的东河水库工程，就是县委书记挂帅、

副县长亲自指挥，全县动员上阵民工5千人，日夜奋战1 35天完

成16万土方的大坝工程，抢在洪水之前胜利完成了任务。这一时

期，还动工和完成了洋溪冲，大过坝、嘎力寺、小街等6件小

(一)型水库和16件小(二)型水库。三年共投入劳力61l万个，增
加灌溉面积5．34万亩。所建工程至今仍发挥着效益。但这一时期的

水利建设由于受“大跃进”的影响，摊子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

长，资金，物资、技术跟不上，有的工程不配套，施工质量差，淹

没遗留问题多；有的工程规划不当，脱离实际．、盲目动工、急于求

成，造成半拉子工程；有的中途停工报废、劳民伤财。如原舍资公
社跑马塘水库，计划坝高37米，蓄水148万立方米，设计灌溉3600

亩，需土石方32．7万立方米，1958年动工修建，全社调400人施

工，至1960年3月完成基础和涵洞开挖支砌，用去工日7万多个，

资金3．7万元。由于物力、财力、人力跟不上而被迫停工报废。
196 1年后，贯彻了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水利建设以处理病险水库和续修配套为主，续建了黄坡、碧城大

箐、中山3件小(一)型水库及洋溪冲、大过坝水库的渠道配套，

并进行了花工少、见效快投资小的提水工程和小型水利工程，新建

煤汽抽水站48站49台，电灌站5站5台。这一时期，小型水利开展

较好的有原土官区寨脚公社。这个公社从山多，箐多、土地分散的
特点出发，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国家补助500元，兴修了小塘小坝

122个，蓄水量达130万立方米，灌溉面积由300亩增至2400亩。1965

年8月在省水利会议上作了介绍，与会人员并到现场参观。1 966年

3月寨脚公社小型水利以“小塘小坝解决大问题”在北京农展馆作

模型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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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966年后的_文革一时期，水利建设受到干扰和影响，但广大
群众干部，技术人员为了改变禄丰干旱面貌，坚持发展生产、坚守

岗位，县委和各公社党委都重视和加强水利建设的领导，坚持以蓄
水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方针，动工兴建了许多工程，全县20个社镇

有1 1个社镇动工兴修小(一)型水库14件。舍资公社中心井水库就是
在1970年开始动工，全社60％的劳力上工地，经过三个冬春的苦战，

完成坝高32米和52公里的灌溉大沟，使全社保水田由6000亩扩大到

14000亩。改变了过去干旱和盐碱危害的局面，粮食连年增长。

这一时期，随着成昆铁路的修建，全县有15个社镇通了电，为
发展工农业生产带来了有利条件，兴建了电力提灌站共187站203

台，装机5590千瓦。并掀起了兴建水轮泵的热潮，1965年至1974

年共建87站196台。由1966年至1976年共投入2196万个工日，完成土
石方1 868万立方，增加灌溉5．94万亩。所建工程大部份布局合

理，质量好，但受极左路线的干扰和影响，不尊重科学，不顾客观

实际，个别工程不按程序办事，有的不按操作规程施工，工程建成
后出现滑坡，渗漏。在建设水轮泵中一哄而起，建了一些水源不足

和影响自流灌溉的站，耗费了资金、劳力而报废。如罗川星宿江大

型水轮泵站，由于规划不当，耗资52．3万元没有发挥效益，后又改
建引水工程搞自流灌溉。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清除了“左”的干扰、认真贯彻全国

水利会议提出的搿把水利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管理上来一。1979年开

始实行“五定” (即定工程项目、定效益、定资金、定物资、定工

期)的合同制，发挥了小型水利投资效益。在工程管理中开展了

“三查三定一、即：查安全定标准，查效益定措施．查综合经营定
发展计划。通过口三查三定一、用多种形式落实了各类工程的的管理

承包责任制、加强了工程管理。在已建工程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利

用水土资源优势开展了以养鱼为主的综合经营，取得了一定成效。
24件小(一)型以上工程的综合经营收入由1982年的9．27万元上升到

1987年24．06万元。并对水费进行了改革，初步改变过去不收或少收

水费的状况，小(一)型以上工程水费由1984年的21．2万元上升到

1987年52．58万元。对病险水库进行了处理和配套，重点兴建了3．5
秒立米流量的星宿江引水工程，将东河水库的水引入罗川坝子，改



变了罗川坝子的干旱面貌，使东河水库扩大了灌溉效益。但在这一时
期，忽视和减少了对水利建设的投入，加之已建工程老化、水土流

失严重、库塘淤积剧增，水量每年减少近80万立方米。有的地区森

林过伐，水源减少和枯竭，．造成水利灌溉保证率下降趋势。由于水
利基础薄弱，粮食单产不高，总产不稳，大灾之年大减产。1986年总产

16792万斤，比1984年减产25．5％。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对水利建设十

分重视，曾多次指出：一定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进一步端正对
水利建设的指导思想，强调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也是国民经济的命

脉。农业的发展，任何时候都离不开水，要保证粮食上新台阶，达到

稳产、高产，必须长期坚持大兴水利。各乡、镇进一步贯彻自力更生、

民办公助的精神、多渠道多层次的集资办水利，对水利增加了投

入。1980至1985年县以上每年平均投入104．2万元，1987年为277万
元，1988年县、乡、财政投资322．4万元。动工小(一)型工程5件，

小(二)型工程1 2件，小坝塘255件，人畜饮水工程23件，新建

抽水站2 1站23台，完成土石方122．08万立方米，除县财政投资外，

乡、镇投入1 98．47万元，群众自筹193．71万元。 。

从建国以来到1987年止，全县水利建设投资共3009万元，群众

投．2：5086万个工日，完成土石方4853万立方米。先后建成水利工程

设施有：中型水库一件，小(一)型水库23件，小(．；)型水库104
件，小坝塘3042件，引水渠道250条，电力提水站486站518台，机

电井77眼，水轮泵站27站66台，蓄水总库容达13508万立方米，有效

灌溉面积已由2．27万亩增至22．55万亩。农业总产值由1952年的3931

万元增至1987的873l万元，粮食由1952年的12530万斤增至1987年
的2．2亿斤。还修建了饮水工程l 3 5件，解决了部份集镇和山区少数民

族地区8万余人的饮水困难。并开展了水土保持及治理河道等工作，‘
改变了许多地区干旱和洪涝的危害。

三十多年来，禄丰县水利建设不断发展，成绩显著，但也走过

了弯路，有不可忘记的教训。在与灾害作斗争的实践中，人们进一
步认识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水利兴、百业兴，有些地区富，富在

水上，穷也穷在水上。目前禄丰县水利化程度还不高，农业用水保

证率还很低，全县保灌耕地面积只占42．6％，干旱仍然是发展农业

的主要制约因素。随着工业用水，城镇生活用水日益增长，水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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