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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记述内容。包括江河治理、农田水利、小水电建设、水产养殖、洪旱灾害

以及水利管理、农电管理，渔政管理等。本志记事包括省、市有关单位在县境内修建、；÷

一主管的水利水电设施。 “ ，

=，本志编写本着尊重客观事实，疏通历史，古今兼收，以今为主的原则，由远及

近，以事件为主体，按年代竖写，力求记述清楚。 ‘．
’

；． ”，

·三，本志记事上起1911年，下迄1985年，个别事件为记述方便，适当向上追溯，向

下延伸。． 、． 。

四，本志以文字记述为主，图、表、照片为辅，力求图文并茂。

五，本志除引用历史资料外，_二律用语体文。引用史料原文，均注明出处。文字及

标点符号，以《新华字典》为准。
。

，；，哦‘
‘

六，本志纪年，明、清及民国用当时历史纪年，均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 ，

．

“

七，凡涉及数字时，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引用法规和重要文献内容，数字按原文写

法。

． 八，地名书写用述事时期原名，在括号内注明现用地名。 ．

九，本志所用水文气象资料来源于都江堰管理局，都江堰外江管理处、四川省水文

总站鹞子岩水文站、崇庆县气象站。其它资料来源于四川省档案馆、四川日报社资料

室，温江地区档案馆，崇庆县档案馆、都江堰管理局、外江管理处档案室以及本局档案

资料，并采搜部份口碑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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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 崇庆县位于成都平原西部边缘，属都江堰外江灌区的-部份。水利事业发展的耐阅1， ‘7‘|．

较早’一直享受着都江堰创建二千多年来不断发挥韵‘引水灌溉之效益。‘’．，‘ 、‘

t·流经县境内的主要河流有10条，均属岷江水系。’引水灌溉的水源有二系：西河以东

的都|江堰灌区，有金马河；’羊马河、’黑石河，泊江河、自马河，受都江堰之水，西河以 ·

’西的西河灌区，有西河(元通镇以上段称文井江)．、味江河，干五里河、’桤术河、，千溪

河j副本地山溪河水，也受都江堰经泊江河、沙沟河之来水。西河是县境内最大一条灌

排两用河遂，发源子菊家乡后出，经西山乡鹞子岩出山口入平原，，自西向东厝折向南

流，纵贯全县。西河的资源十分丰富，尤其是数量很大的石灰石、砂石，是长期以来发 ，’

展建材生产的重要原瓣。金马河(即岷江之正河道)是过县境的y．．--条大河，t自都江堰
’

． 南流而下，沿县之东北边境线过境。过去，这些河道都承担排洪和灌溉任务，并分别分

有石鱼河：青羊河、龙安河、杨柳河，，大，小沙沟河、千工河、铁溪河。深溪河i泉水河 t。

等tb-河-，蒋分若干民堰，堰又分沟。沟渠纵横，形成遍布垒县的灌排系统。中华人民共- 。。

和国成立后(以下简称建国后)，．全县渠堰布局发生了很大变化。经过1951年、1952年改

造沙黑羊河日和1970年改造旧渠系后，金马河、干溪河则作为只承担排洪任务的河道，

．‘ 黑石河，泊江河作为灌溉于渠主要承担输水任务，西河及味江河．’干五里河仍为排洪灌

溉两用河道，羊马河、自马河、桤木河则为平坝地区排内涝河道。从这些河道分支的民，’ 、，

堰全由新建支渠代替。据资料记，佥马河最大洪水1933年为10200立米／秒，’1964年

为6500立米／秒(氓江总水量)}西河最大洪水1935年为4720立米／秒，19"53年为3540

立米／秒，1966年为2964立米／秒(西河元通段193’3年资料系调查推算)一1‘。。、，
过去，广大人民群众在兴水利，除水害的长期艰苦斗争中，疏浚河道，筑堰引水；，

修建了不少．水利工程，通过长期的运行，维修．改造和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灌排渠

网，并在运行中总结出一些适合历史条件的管理维修办法，使水科工程由不完善到逐步

完善，效益不断扩大，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以兴利除害为目的的

长期水利建设活动中，利甩丰富的水利资源，不仅发展了农田灌溉，还发展了水能利

用，航运和水产养殖等。水利事业成为了全县经挤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份。．

一·’ 在历史上，由予条件的限制j加之管理松驰，修浚不勤，很长时闻水利事业没有得

蓟应有的发展，至中华民国时期(以下简称民国)，县内西河以西地区的灌溉条件还很

差，因水源短缺而引起的纠纷常年不断。西河以西被称为“干江坝”地区的犬部份农田

虽腐民堰灌溉范围，但却不能保灌，只能靠挖泉凼，蓄冬水和用人力，畜力车．戽水灌

溉。为解决缺水问题，民国时期县内修建有削公堰(今之人民堰)和万成堰(后更名为

和平堰，今并入三合堰灌区内)两处较大灌溉工程，并对一些民堰进行不断维修整治。

k玉星多～



改善了西河以西部份地方的灌溉条件。到民国后期，仝县灌溉总而积中由渠堰灌溉的占

80％以上。其中西河以东地区受都江堰水直接灌溉的面积19．7万iif；西河以西和沿丘陵

地区由渠堰灌溉的面积2I．27Y商；余为泉凼田、车水田2．63万亩，冬水田、望天田2．68

万亩(均为习惯甫，1}『折I．08市亩)。

建同后，进行了规模很大的水利建设，各项水利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三十

多年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重新建立了各级水利管理组织，改革水利管理体制，统一 。。

管理全县水利工作，并逐步建立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从1950年冬起县人民政府组织群

众对多年失修的两河．金马河进行大力疏淘。之后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维修加同、改革工

程结构和】975年后进行统一规划，全面整治几个发展阶段。现在，西河两岸全部修建了 。

浆砌卵石堤防工程，完成了西河的整治任务I金马河的重要堤段也都修筑了浆砌卵石堤

防。对河道进行整治，增强了抗洪能力，大大减轻了水患。西河进行全面整治的同时，

对丰富的资源进行了统筹开发利用，主要是大毋非耕地的合理利用，水力资源的开发，

种植业、养殖业的发展，建材工业基地的建立等。为了改善灌溉条件，从建同初开始先

后动：[新修了翻身堰、三合堰、泊江河右二支渠(今环山渠)等8处较大灌溉工程，乌

木堰、西河堰，人民堰，千工堰、石头堰和黑石河内的支渠口等厦要堰口修建了永久性

分水枢纽工程，使全县有26万乡亩农}H改善了灌溉条件。同时对旧有民堰经过合沟并

堰，工程配套等阶段的逐步改造和i970年开始进行的全面改渠，加上以后的不断调整、

完善和建沉井、打机并，提地下水解决尾水早片缺水问题等，初步建成了布局基本合理

的灌排系统。在进行水利建设的同时，全县范J翻内开展了多次与水利建设有直接关联的

改造冬水田、下湿田的改良二l二坡的工作，进行了灌溉需水试验，推广先进科学灌水技

术，开发利用地下水滟溉的试验，修建地下暗渠的试验等。水力资源的开发取得了前所

未有的成效，从建困初小水电的兴起开始．经历了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由自发自供到

联网运行，直到与国家电网并刚运行互供调剂余缺的几个阶段，在经过较长～段曲折历

程后，初步建成了地方电力系统。电力建设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物质文

化生活的提高。电力建设目前正处于积极发展电源，以缓解同经济发展不和适应的需求

矛盾阶段。水产养殖事业正在蓬勃兴起，发展前途广阀。全县渔业生产民国时期主要靠

捕捞江河自然鱼类，成鱼产量极低，建国后逐步发展为以池塘养鱼，稻田养鱼为主，并

进行了人工繁殖培育鱼苗，使渔业生产发展很快，养鱼水面和成鱼产量和建圈初比成数 ≯

百倍增长。

各项水利枣业都取得一定成绩，到1985年止，全县新建成支渠23条，斗渠176条，

并修建进水闸、节制闸、分水闸、泄洪闸25l处，其中较大的有22处’建成蓄水1500万

立米的向阳水库一座(1983年“三查三定”复查定为1310万立米)，塘29口，蔷水池

2000多个，建成电力捉灌站64处、水轮泵站5处，新建抗早沉井172口，机井76口；新修

和加固河道堤防95．16公里，其中西河、金马河主要堤防83．51公里。平坝地区冬水田改

造基本完成，改造下湿田3．85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7万多亩，全县有效灌溉面积达

到54．14万亩，保证灌溉面积达到54．02万亩。早涝保收面积达到52．09万亩。农村小水电

装机，从建国初的30千瓦，发展至q9s64千瓦加上省、市单位在县境内修建的青峰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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