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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龙江水库是龙江区的骨干水利工程。

龙江区位于资中县东北，与资阳、安岳县相邻，是有名

史上无骨干水利工程。加之雨水失调，一遇干旱，农民烧香

求雨。因之有“久睛晒透底，十旱九年荒；野菜都挖尽，‘龙王’在何

方!"之说。人们极力想摆脱旱魔的威胁，千百年来终未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了发展农业生

产，发动群众兴修水利。1966年冬至1972年春，全区组织民工两万余

人，日夜奋战，先后建成宝元、文革、石坪、朱家庙、茅家庙5座小

型水库，蓄水量1 89万立方米。加上1973年后陆续建成的小河沟，蔡家

寺、滴水岩、杨家河4座小型水库，总蓄水量达532万立方米。1972年冬

至1 973年夏及1977年春至1984年冬，区组织常年施工专业队，历时八年

建成蓄水2，41 8万立方米的龙江水库。修建干渠34．663公里，串联沿渠

塘、堰、库形成灌溉网，控灌全区三分之二的耕地，对振兴经济，促进

工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龙江水库是全区人民劳动、智慧的结晶，在龙江人民的史册上写下

了光辉灿烂的一页。《龙江水库志》较系统地记录了这一史实。它生动

地记述了各级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勤劳勇敢、艰苦奋

斗、自力更生、开拓创业的丰功伟绩，热情地讴歌了他们破除迷信、实

事求是、战天斗地、锐意进取的动人事迹，总结了按科学规律办事的成

功经验，是全区人民团结战斗，建设“四化”的壮丽诗篇。志书内容翔

实，文笔流畅，图文并茂，它必将激励后代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珍惜先辈劳动成果，管好用好工程，造福子孙后代。

《龙江水库志》全体编写人员走访了许多现场施工人员，收集了大

量口碑资料，查阅了大量档案材料，经过半年多辛勤劳动，终于编写成

我区第一部水利工程专志，它将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留给后代。
’

肖读良

一九八六年九月





强矧嚣K避妥H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主 坝

溢洪道及溢洪闸启闭工作桥



新蔡干渠取水口及电站

大湾电灌站

、



缘家桥倒虹琶

臼莲嫂憎



扣心渡槽

新孟干柴



水库管理所办公楼

管理所为库区农民开展航运业务



一、《龙江水库志》

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

二、本志上限1972年

三，文内适当插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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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龙江水库是资中县龙江区的水利骨干工程。区所在地蔡家镇(原蔡

家场)j后山有“龙洞"，前坡有“临江寺，，。《古资州志》记： “蔡

家场后山有一龙洞直下，深邃奠测。"并有“龙江书院”的记载。1 95 1

年蔡家场设区(资中县十二区)，1 955年12月取“龙洞"之“龙”及

“临江寺’’之“江”，更名龙江区。水库以区命名。

水库在龙江区东北边境，与安岳县拱桥乡相邻，位于东经105。Ol 7

03扩

至105。03
7 49∥，北纬29。55

7

15∥至29。57
7

46矿。库区在小蒙溪河

与两渡河(小蒙溪河支流)分水岭的开阔地上。有四条河溪汇聚于

其中之一的高洞河。在高洞河下游的高洞滩处筑坝，距区公所六公里o『

水库集雨面积62．6平方公里，．己建成坝高18米，总库容2，4'18万立方

米。库区地质属侏罗系重庆统遂宁组和沙溪庙组，出露岩石为砂页岩互

层，地势平坦。水面线周长近一百公里，水面宽7，000亩，库内大小孤岛

9座。 ．

水库灌溉全区一镇六乡耕地5．78万亩，灌区内植被覆盖率低。地属浅

丘，’孤丘林立，形似馒头，互不连贯。水土流失严重，土质瘦薄。最大

年降雨量1，153毫米(1 973年)，最小年降雨量484毫米(1 97 1年)， 多年

平均降雨量84 1毫米，‘其中汛期(6～9月)占全年的67％，冬春降雨

量占25％，以旱灾为主，旱洪灾害交替发生。 ．，‘

为抗御自然灾害，长期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龙

江人民不断兴修水利，到1972年，一己建和在建的小型水库7座，石河堰

39处，山平塘787处，总蓄水量l，000万立方米。但多属孤塘孤库，无骨干

工程补给水源，稍遇干旱，全区耕地灌溉仍无保证，甚至人畜用水也发

． I。



生因难。1969年一1971年连续干旱，年平均降雨量仅681毫米，田、塘、

库等十有八、九干涸，河溪断流。1972年再遇干旱，年降雨545亳米，

全区水稻面积比1 97 1年减少1 9．4％，产量下降28．8％，人畜用水须往返

五公里运取，用水纠纷时有发生，干部群众一致渴望兴修骨干水利工程。

1972年，中共龙江区委一面发动群众打井、堵溪截流抗旱，一面由

区委书记陈明德率领区委成员和水利干部踏遍龙江全境，初步规划了七

处水利工程。其中在高洞滩的一处，经-9有关方面反复研究，拟作修

建较大水库即现在龙江水库的地址。1972年1 o月，资中县革委副主任李

大君、县水电局魏基福、李俊卿、曾臣、张金睛等领导和工程技术人

员实地踏勘后认为，从高洞滩上游五公里到胡家堰，高差只有七米，两

岸开阔，地势平坦，具备修建较大水库的条件。但当时县革委主要领导

人认为工程大，淹没外县土地多，难以解决，不予肯定。区委书记陈明

德．，在李大君、魏基福的支持下，经多方努力，获省、地认可。龙江

水库终于在1972年12月，被县列为小型水利计划工程动工兴建。

1 973年6月，大坝安砌到高七米时，因处理淹没占地，暂时停工。

补探地质后，于1 977年3月，被省，地列入基本建设项目续建。1 984'年

建成枢纽工程及干渠配套工程。1985年lo月，经内江市水电局组织验收，

确认施工质量优秀。1986年7月，获内江市建委颁发的优秀设计三等奖。

龙江水库工程，前后兴建，历时八年，挖填土石方89万余立方米，砌

石9．36万立方米。耗用钢材98．17吨，木材739立方米，水泥3，487吨，

炸药94．03吨。库区淹没土地5，071亩，搬迁村民1，067户4：，685人，房屋

4，002间。总投资749．33万元，

万个。

其中国家投资495．5万元。投：12440．93

龙江水库设计灌溉耕地57，845亩。左右干

次干渠16．748公里，规划支渠96．1374．灌，全
寺、宝元、小河沟三座小(一)型水库以及

．2·



河、朱家庙、文革、石坪六座小(二)型水库，加上独立的石河堰33

道、山平塘746 I=／、电灌站15处联合运行，全区一镇六乡的十余万亩耕

地的灌溉条件将得到改善。 。．

1983年春，水库在试运行中，灌区就开始受益。1984年建成后，

效益更加明显。1986年，灌区粮食总产比1980年增长33．3％，产值增长

284．4％，人均收入增长1 76．6％。同时还起到了调洪减灾作用。198 1年

7月，四川发生特大洪灾时，龙江水库尽力拦蓄洪水，溢洪时间推迟了

24]1"时，减轻了洪水对沱江下游的威胁。 i

龙江水库有5，000亩水面可供养鱼，250亩耕地可植果树。在开创初

期开展的养殖、种植、水运、旅游等综合经营，投资大，’效益差，有亏

损。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水库综合经营，将大有前途。

为了发挥工程效益，加强管理，龙江水库于1979年12月成立了管理

所。1 98 1年，建立了中共龙江水库支部委员会以及共青团、工会等组

织。1983年3月，召开了首次灌区代表大会，成立了灌区管理委员会，

制定了龙江水库管理条例。

龙江水库在1984年12月前属国营，由县管。其后由龙江区管理，属

集体所有，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1

龙江水库的配套工程及其管理工作，还须进一步加强。其一，水库

核定灌面57，845亩，目前只有17，724亩可以受益，尚有三分之二的灌面

亟待支渠建成通水；其二，水库设计洪水位相当于正常高水位，汛期赖

溢洪闸调洪控制，须提高管理人员业务水平，加强汛期调洪控制管理，

做到防洪，蓄水两不误；其三，大湾提灌渠流量小，灌面大，建设标

准低，施工质量较差，须做好渠道防渗、堵漏、清淤等工作，以保证

通水能力；其四，需要进一步开展水库的养鱼、植树，旅游等综合经营

业务；其五，水库淹没区部分村民组，人多地少，生活水平比其它受益

区低，存在不安定因素，急需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一

，3 i



大事记。

1972年

I I}1，资中县水电局孙军南率工程技术人员规

1月结束，张金睛完成初步设计。1976年12}1，四

龙江水库初步设计。

1 975年

’。2月，成立龙江水库工程指挥部，肖读良任指

补助款5万元动工。5月1日，奠基砌坝。6月18

高时，因处理淹没占地停工。

I 1月1日，内江地区水电局局长许文炳在安岳

淹没占地协商会，原则上达成协议，后因具体工作

生实效。

1 I}I 7日，水库工程指挥部购鱼苗12．46万尾，

队山湾塘暂养培育。后因管理不善，鱼苗损失殆尽

同年冬，四川省水利局副局长金鉴来库检查，

探。1974年3月，人工打竖井试探。5月，由内江

市地质队)机械钻探。

1974年

5月I 1日，主坝第二期安砌动工，砌河床两端

米，右端砌高6．4米后停工。

1976年

11月24日，内江地区革委副主任赵科进、李重

中、安岳县有关领导，协商龙江水库淹没赔偿及划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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