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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自古以来， 搿洪水猛兽"这个词，常被人们用来形容·些严重

危害人类生活的祸患。．可见，洪水这个自然灾害，决不能等闲视

：。。之。逶迤的沱江环抱内江市，它既给世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

‘以舟楫之利，灌溉之便；但又往往肆虐发狂，吞噬财物，’给人们生

r、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危害。、 ，

，1 ．’ ：-’’、，-7∥。

。‘
在绵延不绝的历史长河中，沱江有过无数次起伏涨落的记录‘

：解放前，洪水经常泛滥成灾，冲刷之剧，为害之大，令人色变。．再

，加上历朝历代的反动统治者只顾搜副民脂民膏，置人民死活于不

’顾，．这就更加剧了洪水造成的灾害。天灾人祸，相伴而行。劳动人

“民有的流离失所，乞食街头；有的家破人亡，+饿殍遍野；有的又遭

灾后疫病袭击，无医无药，：十室九空。多少代人治理沱江的希望被

沱江水无情冲没；。多少世纪劳动人民渴求幸福的理想H随沱江水东

流而逝。，、在猖獗的洪水面前，人们只能望江长叹!’2’)◆‘． ：?。。|．
、

，j．_解放后，。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看到了

并发挥着自己的力量，正在逐步实现祖辈所希冀的理想。建国三十 ，，

二年来，沱江依然按着自然规律起伏涨落j给国家和人民群众生
’

命财产安全造成危害，但它绝不能象旧时代那样为所欲为了。三十

多年来，党和人民政府在汛前、汛中和灾后都采取了许多有力措

旄-群策群力，防汛抗洪，’把洪水造成的灾害减少到最低限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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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内江市遭受TA十三年未遇的特大洪水袭击，凶猛

，的江水冲击着沱江两岸的国家财产，威胁着数PJ,万计的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在党中央的关怀领导下，在省、地委的直接指挥下，我

市几十万人民和解放军指战员一道，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抗洪抢

险、抗洪救灾的斗争。在这场人与自然的大搏斗中，干部身先士

卒，军民并肩抗洪，涌现了许多不畏艰险、见义勇为、先公后私、

先人后己、互相支援、团结战斗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创造了无数壮

丽的英雄业绩，为抗击洪水袭击，减少洪灾损失作出了巨大的贡

献。洪水刚退，全市人民又马上为消除洪水遗患、恢复生产、重建．

家园而顽强战斗。大灾之年，全市出现了工业保增产、农业少减

产、市场购销旺、治安秩序好的大好局面。世代相传的“大禹治

水一的神话在今天开始变为现实。人民群众由衷地说道： “洪水无

情党有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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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过一九八一年抗洪救灾、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斗争，使我

们更加看到了党和人民的力量，二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同

时，也使我们看到了洪灾的严重危害和治理沱江的艰巨任务。t．这两

方面都十分重要，相辅相成。。只有真正认识人民的力量和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才会有坚定的信心和果敢的行动，t治理沱江，‘兴利
． 除害；而治理了沱江，+就能更充分地显示人民力量的伟大和社会主

义制度的优越。这两个方面，，都将从●九八一年抗洪救灾实践中吸，

取教益。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中共内江市委、-市人民政府组织力量．

编写了这本《内江市洪灾志》。；‘ ， ， 、．

。一《内江市洪灾志》的编写始于洪水刚退之时夕成于全市工农业

各条战线战胜洪灾影响，捷报频传之际。这本专志力求以马克思列

宁主义I：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反映出内江人民历经的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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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酸与欢乐，沱江的过去和今天。重点则是一九八一年抗洪救灾、恢

≯ 复生产、重建家园的纪实．这是建国三十二年来内江市编撰的第一

爱
“

部专志，参与编写的同志们虽作了很大的努力，但可资借鉴的东西

f? 太少，缺乏经验。不是之处，请各方面的同志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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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断限上至一四五八年，下至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一年特大

洪灾为全志重点。

二，本志所叙水位为吴淞口基面标高。

三，本志所提及的沱江水位，均指内江市东渡口水位。如提及其它

各处水位，文内加以说明。

四、解放前近五百年的沱江洪水高程以档案资料、历史文献资料为

准。解放后沱江洪水高程采用内江市城建系统测量数据。

五、本志所提及的我市有关生产大队、街、路、巷的名称，均以一

九八二年三月一日《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生产大队、街、路、

巷命名、更名的布告》中所规定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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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七月十五日．特大洪水淹没西门桥一带

居民住宅。
(李光栋摄)

l一‘二八一年七月十五口．特大洪水淹没

～江市，厶：虽亍。



一中共内江市委、市人民政府领导部署抗

洪救灾工作。

。公安干警抢救被洪水围困的群众。



t军民抢险。

(截山高摄)

l武装民兵在洪灾期间日夜巡逻，保障人

受生命财产安全。

(李吉模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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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jL．EI二十四日，中央慰问团付团长、国

务院付总理杨静仁同志视察内江市河坝街。

(肖景勋撮)

t八月十四Et，省委书记、省长鲁大东同

志视察内江市灾区。 (韩策民撮)

t八月六Et，中华全国总工会付主席韩荣

华同志率领全总慰问团视察重灾企业——内
正棉纺织厂。 (韩策民撮)

‘七月二十九日，省委书记杨万选同志在

内江地委第一书记彭华同志的陪同下，视察
内江市灾区。 (孙先顺撮)



f市委付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营磺康同

志和工人一道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李光栋撮)

‘内江地、市慰问团到医院看望为抢救国

家财产受伤的群众。

(孙先顺摄)

t内江市委付书记、市长许世君同志代表

全市人民向部队赠送锦旗。

(孙先顺摄)

，部队医务人员迅速奔赴灾区，为灾民治
病。



l烈属陈淑琼同志捐款一百元．支援受灾

群众。 r无灾队无私支援有灾队。



T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七I：t《内汪f=1报》关

于内江四七年水灾账孑：的报道。

(陈静摄)

恢轻

幡)

省抗洪教灾橙范——赞国祥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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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内江市概况及有关水文情况e o-e n e e e o e e o e o：⋯⋯⋯⋯⋯(1)

，第一节概况⋯·：⋯⋯⋯⋯⋯⋯⋯⋯··：⋯⋯⋯··：⋯⋯⋯⋯·(1)

4：、一‘内江市概况·：”⋯⋯⋯t．⋯⋯⋯⋯⋯⋯⋯⋯o⋯⋯·(1)

，。．_‘附 内江市略图 ⋯‘√⋯’，一

，． 二、沱江概况⋯⋯⋯⋯⋯⋯⋯⋯⋯⋯⋯⋯⋯⋯一i⋯⋯(．3)

￥’：’ 。‘诧江水系图4 jj P‘．。：10：+2一。_’| j。；-。

j+i|、 一沱江干支流主要特征表 ⋯．．i．j ”·，。。2．，

i、 ⋯沱江流域示意图⋯⋯⋯ ⋯ ‘．：’ “|，’|、o，

：一，_ 附。大、小清流河简况⋯⋯⋯⋯⋯-⋯B’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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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5一沱江内江市段高洪水位落差及比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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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内江市沱江高洪水位落差图

二 沱江的水质、水温及含沙量⋯⋯⋯⋯⋯⋯⋯：⋯··(10)

三一九八一年水情⋯⋯⋯⋯⋯⋯⋯⋯⋯⋯⋯⋯⋯⋯(1 1)

附 内江市洪水淹没位置图⋯⋯⋯⋯⋯⋯⋯⋯⋯(12)

第二章解放前的洪灾⋯⋯⋯⋯⋯⋯⋯⋯⋯⋯⋯⋯⋯⋯⋯⋯(13)

‘第一节，文献资料关于内江洪水的记载⋯⋯⋯⋯⋯⋯⋯“(13)

第二节解放前洪灾的损失⋯⋯⋯⋯⋯⋯⋯⋯⋯⋯⋯⋯⋯(18)

第三节 旧政权的防洪和救灾⋯⋯⋯⋯⋯⋯⋯⋯⋯⋯⋯⋯(22)

一 清朝官吏的拜水和旧政府的防洪设施⋯⋯⋯⋯⋯(22)

二 民国时期赈济的弊政及社会救济⋯⋯⋯⋯⋯⋯⋯(24)

l 赈济⋯⋯⋯⋯⋯⋯⋯⋯⋯⋯⋯⋯⋯⋯⋯⋯⋯⋯⋯(24)

． 2 社会救济⋯⋯⋯⋯⋯⋯⋯⋯⋯⋯⋯⋯⋯⋯⋯⋯⋯(29)

第四节+解放前洪灾给人民带来的苦难⋯⋯⋯⋯⋯⋯⋯⋯(30)

一城市灾民的苦难⋯⋯-·_⋯⋯·'*eo o e o g*e*o e：⋯⋯⋯(30)

二灾后农村惨景⋯⋯⋯⋯⋯⋯⋯·_．．-⋯⋯⋯⋯⋯⋯··(33)

三疫疾流行”⋯⋯⋯⋯⋯⋯”¨⋯⋯⋯⋯⋯⋯⋯⋯··(35)

i第五节·．人们与洪水斗争获得的经验i!．-，⋯一·：⋯·‘⋯⋯⋯·(36)

．、’j一护河岸⋯⋯⋯⋯⋯⋯⋯⋯⋯·o‘e oo e o·o o

o?Q O 91 000⋯⋯(36)

7；j二一“药王水J{!与河坝街⋯⋯⋯?⋯“⋯⋯⋯⋯⋯⋯··(38)

三 “送水一⋯⋯·“⋯⋯⋯⋯⋯一⋯⋯⋯⋯⋯⋯⋯··(39)

第三章；解放后三十年洪水简述⋯⋯⋯⋯⋯⋯⋯⋯⋯“⋯⋯(41)

第一节·概况一⋯⋯⋯⋯⋯⋯⋯√⋯．．．，O O O B O O B OIOI⋯⋯⋯_m(41)

：、第二节历次洪水简况⋯⋯一⋯一⋯⋯⋯⋯⋯⋯j⋯⋯⋯⋯·(43)
‘t： ～一九五五年⋯⋯⋯⋯”．⋯．．．⋯⋯“⋯．．．．．．⋯⋯⋯⋯(43)

㈡。‘··一九五六年⋯⋯·“^“⋯。⋯⋯·⋯一．．¨⋯⋯··Ii Q B：·(44)
’

2

—lI__1

1—、●J■■■—、●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