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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兴修水利，抵御和防治水旱灾害，自古以来都是国计民

生的重要事业。千百年来，生活在南、北盘江及红水河沿岸

的黔西南各族人民，在长期的治水过程中，以其勤劳、勇敢

和聪明才智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业绩。但在旧中国，由于

、受时代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限制，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不足，

加之历代统治者对治水大业的轻视，以致自治州的水利事业

发展缓慢，水利设施少，规模小，工程简单，。防治能力亦较

差。新中国建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各民族

人民的艰苦努力和奋斗，黔西南州的水利水电事业得以飞跃

的发展，水电工程从无到有，水利工程从小到大，从少到多，

真可谓星罗棋布，并逐步从单一开发发展到综合开发利用，

为农业灌溉和防洪排涝，为城镇和工业生产供水供电，为地

方经济的发展和城乡人民生活的改善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盛世修志，自古已然。今天，在中共黔西南州委，州政

府的直接领导下，在贵州省水利志编辑室、黔西南州史志征

集编纂委员会的指导和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广大水

利水电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和全体修志人员的辛勤劳动，历经

四个春秋，这本《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水利水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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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终于公开出版。这是黔西南州有史以来记述水利水电事

业发展的第一部志书，它的编纂成功，是一件顺乎时代潮流，

适应社会要求，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大好事，无疑地具有

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水利水电志》的编写始

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根本的指导思想，坚持

实事求是的唯物史观，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记述了黔西南

州水利水电事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重点对解放以来的水利

水电事业的兴衰起伏、功过得失作了客观的记述和公正的评

介。纵观全书，志体严谨、文风扑实，资料翔实，图文并茂，

作为水利水电建设中的一员，深感欣慰!借此机会，谨向各

级领导和水利水电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推荐此书。阅读和

借鉴此书，可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推动水利水电事业的健

康发展，使水利水电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水电局局长 曾庆权

一九九O年九月



志，编纂

号等，均

二、本志断限，为追溯事物之渊源，上限不限，下限原则上断7

至1 988年。本着“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因事而异地上溯古代"的

原则，民国以前(含民国)文献不足者，只叙其发展大势，不作烦

琐考证。新中国建立后则务求翔实，既阐明水利事业发展之始末，又

突出州境水利之特点。

三、行政区划与地名，．以1 984年底经贵州省人民政府审批的为

准。各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及地名，均沿用旧名并加注今名；使用

乡、村等地名时，均冠以县名。

四、本志采用高程均为黄海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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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勇敢的各民族先民就生息、繁衍在黔西南这块

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求

们在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在不断改

产工具及其耕作方式的同时，逐渐认识到水利

用及其水旱灾害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和影-向，积

极地采取各种手段和方式，兴利除弊，防止水患，根治水害。为了

能多生产粮食，人们年复一年地在河溪上用卵石垒坝雍水灌田，或

用竹木制成筒车、龙骨车等提水灌溉，甚至使用竹制的篾兜、篾笕，

木制的水桶等，两端各缚两根拉绳，以人力戽水到田中滋润干旱之

禾苗。在生活中，人们利用水力的作用：以石凿成碓、：：碾春米、碾

米；用大竹打通其节做成连筒，将高处泉水引至村寨中以供人畜饮

用。此外，挖沟排水，疏通水道，培植树木，调节气候，防止水土

流失等。1975年11月在兴义县万屯乡境内和1987年3月在兴仁县

交乐乡境内的东汉墓葬中两次出土的陶质“水塘稻田模型"，以其荷

叶田田、阡陌纵横的田园风光，生动地反映了黔西南地区古代农田

水利设施及其治水情况。特别是清代以来，人们对水利有了更进一

步的认识，民国《兴义县志》中，曾有“近年各乡镇时受水早之灾，

对于筑坝、掘塘、开井等已认为不可缓事，并分别推广水车、水磨、

龙骨车以资运用，至涵养水源，尤以培植森林为要"的记载。各地

也相继修建了一些工程，如兴义纳省大平干砌石堤渡槽、下五屯袁

7j／’



家坝、乐立坝、鱼笼坝引水工程，贞丰大碑观音洞引水工程，安龙

鲁沟巧洞板板桥引水工程等，大部分至今还在发挥效益，特别是兴

义纳省大平干砌石堤渡槽，。虽经260余载春秋，但仍古貌犹存，且

继续灌溉着300余亩农田，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上自治州人民治水的

辉煌业绩·

历史上的黔西南，是一个地处边远，交通、文化均不发达的，以

传统农业生产为主的，封闭型的自给自足的山区，虽经各族人民努

力奋斗，但受其地理环境的限制及其历代封建王朝统治等诸因素的

影响，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社会经济萧条，文化和科学

技术落后，工农业生产远不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发达

地区，“刀耕火种，赶山吃饭"便是当时农业生产状况的真实写照。

就水利这一农业之命脉而言，新中国建立之前无大、中型水利设施，

仅有一些天然形成的海子、井泉、龙滩以及为数极少的小山塘、引

水沟渠、堰坎等。几乎无人工建造的蓄水工程。因而，州境的水资

源开发利用率极低，正如民国《兴义县志》记载的“本邑多属天然

水利"和民国《册亨县乡土志略》记载的“本县虽为南北盘江流域，

但滨江两岸，半系沙地荒山，绝少田畴，故无水利可言。此外，河

渠仍以下汾、洛凡、嗓子(即猴场河)、冗渡四河流地区产米较多，

但水利亦簿⋯⋯。”
’

解放前建造的引水工程较多，但工程简单、粗糙，沟渠短，断

面小，规模亦小，多属于民间自发修筑建造，大部分沿河道修筑取

水或筑堤挖沟将井泉、洞泉、龙滩之水引至田中灌溉。
’

解放前州境无机电提水及机电排灌，各地使用的都是人工提水

工具和简易制作的提水机械，如戽水桶、戽水笕、竹木笼、筒车、龙

竿、龙骨车等。在册亨至望漠公路边，沿者楼河一带顺河而下，翻

·2· ’



转提水的筒车到处可见，至今还流传着“筒车日夜翻江水”的说法。

’此外，以水能为动力的水力机械的应用也较为广泛，其中以水

碾，水碓和水磨居多，仅兴义城中花水河(今湾塘河)一段河流上，

就有水碾十余户之多，并结合灌溉渠道一并使用。今湾塘河牛鼻子

桥边，还有残存的水碾和经过翻修的栏河坝各一座。

解放前州境内无水力发电工程。除兴义、晴隆等县所在地有容

量极小且设备极差的火力发电供照明外，广大区乡农村只能靠松柴

明子、桐油灯及火把照明· ．

截至1 949年底止，州境计有各种小水利工程869处，蓄水库容

141．50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只达7．56万亩，其中保灌面积仅

5．82万亩。农业灌溉用水基本依赖于大自然降雨，靠天吃饭的情况

十分严重，有的地方人畜“吃水贵如油"，有的地方_大雨大灾，小

雨小灾，无雨旱灾"，加之军阀混战，吏治腐败，百业凋蔽，水利建

设事业发展极为缓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自治州各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经过30多年的艰苦创业，在家乡的山川河流上修建了大批的水利水

电工程及其设施，水利建设初具规模，具备了一定的抗旱及防洪排

涝能力，为改变山区的落后面貌，加速地方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提

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发展过程可分为如下几个时

期：

1950年至1957年是州境水利建设的初创期。自1 951年底水利

队建立后，水利工作的重点是积极培训干部，发动群众兴修、整修

小型水利工程，有重点地进行防洪排涝，试办机械提水站等。1955

年8月，境内第一个示范工程兴义官山水库建成I蓄水17万立方米，

灌溉面积1000余亩。此后，群众兴修水利积极性高涨，农田水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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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由兴修引水工程逐步转向兴修蓄水工程，由试办机械提水站向兴

修农村小水电站工程发展。1 957年6月，当时贵州最大的兴义锅底

河水库建成蓄水；与此同时，兴仁马家屯水库、安龙淌淌河引水工

程、兴义狮子山电站、兴仁圭脚电站、普安三板桥电站、睛隆大桥

河一级电站、安龙木咱电站等一批水利水电骨干工程也相继动工。其

中兴义狮子山电站是解放后贵州最早建成的农村示范水电站，第一

期工程装机100千瓦以6千伏输电线路向兴义县城输电。这一时期

的水利建设，虽没有经验，但通过试点，集中技术力量和资金，步

子较稳，质量较好，因而经济效益也较高。到1 957年底止，建成水

利工程设施1640处，有效灌溉面积18万亩，保证灌溉面积13．23万

亩，蓄水总库容达535万立方米。

1958年至1 962年是州境水利工程重点建设时期。这时期的水

利工程工作贯彻“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社队tl办为主”的方针，并

迅速在州属各县掀起大办水利的高潮，水利建设发展速度很快，为

州境的水利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除对兴义锅底河水库进行扩建

外，兴义围山湖水库、普安幸福水库、贞丰纳山岗水库、三岔河水

库、坝口水库、安龙乌寨水库、兴仁三角坝水库、睛隆官田水库等

都相继动工兴建，同时，开始兴建兴义水冲口、望漠高车等小水电

站。群众积极性高，工程进度快，但由于不顾条件，一哄而上，工

程规划设计粗糙，多属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程，因

而施工质量差，人力物力浪费惊人，加之平调，淹没土地及搬迁移

民等处理不当，留下许多后遗症。1961年以后，鉴于前几年“大跃

进”运动中在经济工作中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和自然灾害的

影响，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缩短

基建战线，大部分水利工程下马，有的减小规模。与此同时，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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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门进行机构精简，充实县级水利部门和工程管理所，使基层

力量得到加强。
1

1 963年至1965年，国家处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水利工作在总

结经验的基础上，本着加强管理，量力而行，发挥实效的原则，对

原已动工在建的工程进行续建、配套，有重点地试办电灌站和建设

骨干水电站，兴义绿荫塘电灌站、兴仁大桥河水电站、贞丰那郎河

二级水电站、晴隆大桥河一级水电站等相继动工兴建。1964年开展

的“水轮泵歼灭战”，各县都建成一批水轮泵提水站，多数取得好的

效果，深受群众欢迎。水利建设逐渐形成提、蓄、引结合，以提、蓄

为主，大、中、小结合，以中、小为主，因地制宜，多种多样，综

合开发的布局。 ，

1966年至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问，广大干部、群众和

水利工作者，不顾“文革"的严重干扰，坚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建

成和配套一批水利工程设施。完成兴义锅底河、围山湖水库的第二

次扩建；建成望谟乐旺排洪工程，兴义丰都倒虹管；恢复了曾一度

停建的普安幸福水库工程建设；动工兴建贞丰纳山岗水库，三岔河

水库、安龙拓卷水库、红旗水库、兴仁东风水库等蓄水工程以及册

亨这年排洪工程和一批人畜饮水工程；完成睛隆大桥河一级水电站、

贞丰那郎二级水电站、望漠桑郎水电站、兴仁下屯桥水电站、普安

三板桥水电站、兴义锅底河坝后电站、风洞电站等一批骨干小水电

站，总装机达5000千瓦以上。还相继动工兴建安龙白水河电站、筏

子河电站、兴仁天生桥电站等，架设白水河至马岭44．74公里35千

伏高压输电线路。这是州境水电建设最快的时期，但另一方面，由

‘于受“左”的思想影响，造成不讲科学，不按程序办事，不少水利

工程质量差，事故隐患大；半拉子工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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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76年1 0月至1 978年底，全州开展“两百公里一条线”的治

山、改土及大办水电的热潮，水电基本建设战线继续拉长，一批前

期工程质量差、地质情况不清的工程纷纷上马，如兴义黄泥堡水库、

岩峰水库，兴仁崩土山水库、胡家湾水库，贞丰水车田水库，望谟

鸭子凼水库等。由于大量工程上马，加上原已动工的工程，造成物

资特别是水泥、钢材等供不应求，技术力量也严重不足。为此，兴

仁、望漠、普安、安龙等县水电局自办水泥厂和水泥电杆厂；兴办

地区水电学校培训技术人员；经过多方努力，缓解了矛盾。在此期

间，建成兴义围山湖水库、顶效倒虹管、康岩洞引水工程，安龙红

旗水库等工程，安龙筏子河电站、望漠桑郎电站也先后建成并向县

城供电。

1 979年至1982年，水利建设执行“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社队

自办为主，加强管理，狠抓实效"的方针，巩固和发展现有水利基

础，抓保灌面积，加强前期勘测设计工作，以求进一步发展。各县

水利部门成立了勘测设计队，调整、充实了管理机构，设置了区级

水利站。前期勘测设计工作与建设、管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初步得到

理顺，勘测设计工作的被动局面和管理簿弱的情况得到改善。技术

职称评定工作恢复，知识分子政策迸一步落实，调动了科技人员的

积极性。工程补、配套进展速度较快，蓄水2505万立方米的锅底河

水库全面配套完毕，装机4000千瓦的安龙白水河电站建成投产，全

长988米，排涝面积1．2万亩的册亨这年海子隧洞排洪工程竣工，不

少工程有计划地进行续修，水利工作逐步走向正轨。

1 982年以后，贯彻“加强管理，讲究经济实效”和“全面服务，

转轨变型”的指导方针，水利工作逐步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州境各

县普遍开展了落实领导、管理人员、报酬和落实灌溉面积、水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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