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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罗黎明①

柳州地区古属百越，历史悠久。各族人民在26 81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辛

勤耕种，繁衍生息。物换星移，几经沧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1949年11月，柳州地区解放。从此，开始了柳州地区水利建设的新纪

元。1954年10月，中共广西省委召开全省水利会议，制定了“积极兴修群众

性的小型水利，大力发展山塘水库，重点兴修大中型水利，逐步发展机械排

灌”的水利方针。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到来，全地区掀起了群众性大办水利的高

潮。从“大跃进”的1958年以来，到1995年止，先后兴建了以石祥河水库为

首的16座中型水库；小型水库共433座，塘坝3 455座，蓄水工程总库容达

91 952．84万立方米，为农业灌溉用水奠定了可靠的基础。70年代中期，电力

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为电力灌溉工程提供了电源，到1995年止，先后建成

机电灌溉设施4 488处，总装机功率107 330千瓦。全地区蓄、引、提水利网络

已基本形成。党的十三中全会以后，农村体制发生了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

入，加强了水利工程管理，促进了水利经济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水利工

程效益。

回顾历史，倍感先辈创业之艰辛。展望未来，更觉水利事业任重而道远。

为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持续利用，有效地防治水旱灾害，还应该继续加强

水利建设，发展水电事业，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水利事业推向21世

纪!

志书的出版，凝聚着撰写工作者的心血和奉献精神。在此谨表示敬意，本

志的出版能作为今后水利水电建设的借鉴。

① 罗黎明，现任柳州地区行署副专员。



序(二)

莫党琨①

柳州，这“江流曲似九回肠”的古城，有着悠久的历史。“骐麟山人”和

“柳江人”开创了JOP#I地区原始文化。春秋战国时为“百越”地域，秦属桂林

郡，唐置昆州。贞观八年(634年)改称柳州。自唐以后今柳州市一直为州府治

所，辖四周诸县，是桂中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唐·柳宗元贬任柳州刺史，

柳州和他的“城上高楼接大荒”的诗句久负盛名。

柳州地区辖9县1市，总面积26 811平方公里，人口387．98万人(统计年

鉴1995年资料)。地处桂中，北临湘黔，南接南宁、玉林，东邻桂林、梧州，

西邻河池地区。柳江和红水河自北而南流过地区中部，沿水路北上贵州，南下

粤东人海。为京(北京)南(南宁)、沪昆、枝柳等铁路的枢纽，地扼南疆交通之

要冲。北上京都，西通巴蜀，南达南宁，东至上海，水路、陆路乃至空中航线

四通八达，甚为方便，是人杰地灵的繁华胜地。

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在这山明水秀之区不断地治山治水，开发水利，修

堤筑坝，引水灌溉。特别是建国以来的45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修建

了许多水利工程，使建国前仅有水利设施13 798处，有效灌溉面积36．23千公

顷，旱涝保收面积33．3千公顷的简陋水利工程，到1995年水利灌溉设施发展

到38 482处，水利工程年供水量达239 788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154．15千

公顷，旱涝保收面积116．87千公顷。根据水资源分布情况，地貌特征，柳北

诸县以拦河建站，发电为主，柳南丘陵平原，以蓄水灌溉为先。先后建成了武

宣县的石祥河、乐梅，来宾县的三利、富尧、莲花、高境、二沟、樟村、陈

寺、清潭，象州县的长村、丰收，鹿寨县的马步、龙母，融安县的泗维河、石

门等16座中型水库，总库容达43 037万立方米。建成的引水工程有象州县的

罗秀河，鹿寨县的石榴河，来宾县的清水河，融安县的泗维河等骨干引水工

2

① 莫党琨，现任柳州地区水利电力局副局长。



程，总计大小引水工程29 396处，设计引水流量181．76立方米每秒。此外，

还有来宾县的马村、莲花、杨村、正隆，以及武宣县的朗村、龙从、樟村和忻

城县的恶滩，象州县的清凌，合山市的溯河，鹿寨县的高岩等星罗棋布的电灌

站。到1995年底，全地区共有电灌站和已配套的电力抽水井1 323处，装机

1 624台，功率77 951千瓦。至此，柳南片的蓄、引、提水工程的水利网络已

逐步配套完善。

柳北的三江侗族自治县、融安县和融水苗族自治县，山青水秀，雨量充

沛，水能资源丰富。1987年三江侗族自治县兴建了厘金滩水电站(装机4台，

单机容量3 600千瓦)，是全地区小水电站中单站装机容量最大的一个。继而鹿

寨县的江VI(装机2台，单机容量3 750千瓦)，融水苗族自治县的荣地和金秀

瑶族自治县的田村以及和平电站的技术改造及扩建等5个骨干工程相继落成，

使全地区到1995年地方电力总装机容量达107 832千瓦，其中水电装机容量

71 082千瓦，火电装机容量36 750千瓦。年发电量达30 845万千瓦小时，其中

水电24 484万千瓦小时，火电6 361万千瓦小时。

建国以来40余年的水利建设，改变了柳州地区一穷二白的面貌，带动了

经济的腾飞。到处是流水欢歌，人心振奋。饮水思源，抚今追昔，无不念及涉

足湖山几十秋，为水利鞠躬尽瘁的人们。他们“踏三江，登金秀，扁舟融水看

浮石，挥画宏图集锦秀；行万里，度星辰，过眼横流观沧海，漫将史页谱新
je己"

早。

让我们掀开新的史页，去谱写更新的水利篇章。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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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上溯1184年，下限至1995年。

二、行政区域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测绘局1988年编印的地图为依据。

三、本志地名，均以1986年地名普查时核定的为准。

四、本志正文共7章、24节，章下有节，节下分目，目下有子目，共4

个层次。前有《概述》，后设《大事记》、《附录》及《编后记》。以1949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水利建设为主，横排竖写，并附图表。

五、本志地面高程，采用黄海基面高程。计量采用法定计量单位，引用历

史文献中的计量单位，未作改动。

六、本志资料来源：《广西水利水电科技》(水利史志专刊)，自治区水利

电力厅水利史志编辑室编，1989年6月30日出版；《柳州地区统计历史资料》

(1950--1990年)，柳州地区统计局编；《柳州地区的气候与水稻》，柳州地区

科委、柳州地区气象台编；(2000年的柳州地区农村》(1990年12月)，柳州

地区课题组编；《水利统计资料汇编》(1950--1975年)，柳州地区水利电力局

编；《水利统计年报表》(1976--1995年)，柳州地区水利电力局编。此外，还

查阅了杉P}FI地区档案局的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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