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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农业生产能稳定地增长，7就必须抗御洪旱灾害，7大兴水利

事业。目前，。水利建设已由农业生产服务发展到为国民经济建设服

务，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为全社会服务。水利事业是全社会的一

项重大事业o ‘

．

《建水县水利志》根据县内“两坝，三山，一丘陵”的自然条

件，本着志体要求，以翔实的资料，如实地分地区记述了建国三十

多年来水利建设的历史，展示了水利建设的光辉成就及其宝贵的经

验教训，反映了水利建设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志书对今后的水

利工作将起借鉴作用，对子孙后代也是一部很好的乡土教材。这是

极为重要的精神财富o- ‘一

《建水县水利志》显示出该县三十多年来在中共建水县委，县

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战天斗地、付出了艰苦的劳动，

水利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为今后农业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

础。但以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标准来衡量，农业的灌溉问题还远

没有解决。山区灌溉面积较少，人畜饮水亦未完全解决，就是水禾|j

设施较多的坝区，丘陵区，也还有部份农田缺水灌溉，一遇较大干

旱，不仅山区要因灾减产，就是坝区、丘陵区也要不同程度的受到

影响。因此，要把坝区，丘陵区的粮食和甘蔗，烤烟，花生等经济

作物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今后仍然要坚持不懈地搞水利建设。当

前，特别要提出的是应采取工程措施，把狗街黑龙潭的泉水(年产

水量4000万立方米)在雨季大部份引蓄起来，以解决羊街数万亩农

田的灌溉，如达此目的，建水坝子的农业经济将出现一个新的飞

跃。 一

建水县地处南盘江，元江(红河)的分水岭，属亚热带气候，
g



是我省少雨地区，水资源贫乏，旱灾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威胁。

现有的水源极其珍贵，真是滴水贵如油。所以，除继续兴修水利工

程外，在水利管理上必须坚持改革，努力提高管理水平，加强计划

性，科学性，搞好水库控制运用，蓄好水，用好水，最大限度地减

少浪费。要充分利用水库的水土资源，积极开展综合经营，增强

“以水养水’’的经济实力。， ．

，

《建水县水利志》设专章记述水土保持工作是非常必要的。水

土流失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由于乱砍滥伐，自然生态环境遭到

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水库内泥沙淤积量急剧增加，直接威胁着工

程的使用寿命，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问题。．我们必须提高

认识，从思想上真正重视起来，采取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

综合治理。首先要搞好水库周围及其上游的水土保持，尽量减少输

入库内的泥沙量。随着水利科技的进步，因工程制宜地运用多种方

法，把水库内淤积的泥沙排泄出去，延长水库的使用寿命。

水利建设事业任重道远。水利战线上的全体职工应与广大群众

一道，继续努力，艰苦奋斗，把水利建设搞得更好，。为经济腾飞，

富民兴滇作出积极的贡献。

徐 明

1 9 8 8年2月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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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份，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宝贵财富，

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物质条件，它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大事。

建水县各族人民，几百年来为了防治旱涝灾害，兴修水利，进

行了辛勤的劳动。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

府的领导下，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修建了一批史无前例的水

利工程，提高了防洪抗旱能力，初步改变了建水县主产旱地作物

一一红薯的面貌，逐步扩大了水稻种植面积o

《建水县水利志》记述了建水县的自然概况，历代旱涝灾害和

各族人民建设水利，防洪抗旱的事迹。它是一部较完整，系统的水

利建设的历史记录，‘并总结了水利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为今后水利

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o

为继续改善，提高建水县防治洪涝，干旱灾害的能力，更好地

解决好农业、工业用水和人畜饮水问题，必须充分发挥现有水利工

程的作用，。做好合理配套，挖潜，开展综合经营，提高经济效益。

因地制宜，群策群力，继续兴建水利工程，J整治河堤沟渠，把能利

用的水充分利用起来。大力造林，护林。特别是山区要搞好绿化，

建造“绿色水库"，防止水土流失，使之达到“青山常在，碧水长

流，环境优美，人民富裕”。
一．

彭 彬

1 9 8 7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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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编纂的指导思想。运用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坚持存真求实的原则，突出地方，民

族，时代和专业特点。力求做到资料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的统一。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的形式，以志为主

体，图表穿插于志文之中。

7三，’本志按以类系时，详今略古的原则，上限追溯到有关史料

可考之时，下限止于1 9 8 7年。个别事物视其发展过程，为保持

他的连贯性越下限记述。

四，本志采用现代汉语书面语记述。一些常用的专门词组使用

简称缩写。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或后"简写作“新中国建立

前”或“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缩写为“中共建水县

委”，“红河州委"，甚至直书“县委抄，“州委"，“省委"o

五，计量单位，专用符号均按国家规定使用。引用历史资料照

实记载，一般不作换算。

六，历史纪年，地名均按当时当地历史习惯称谓记述，并夹注

公元年号和今地名。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内区乡行政区划名称多次变

动，本志为尊重历史按当时的称谓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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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建水县位于云南省南部，红河中游北岸。地跨东经102。337～103。117，北纬23。127

-"24。107之间。东邻弥勒县，开远市和个旧市，南隔红河与元阳县相望，西与石屏县接

壤，北同通海县，华宁县毗连。建水县城是一座文化古城，距云南省会一一昆明市21 0

公里，距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首府一一个旧市7 2公里。县境南北最长107公里，东

西最宽58公里，总面积3789平方公里(已减划出的新寨乡)，山区面积91．2％，坝区面

，积占8．8％。

建水古称步头，亦名巴旬。汉时属益州郡毋掇县地。西晋属宁州兴古郡。唐为南宁

州都督府属东爨鸟蛮地。南诏时于唐元和年间(公元8 0 6～8 2 0年)筑惠历城，隶

一通海都督府。元代至元十三年(1 2 7 6)设建水州，隶临安路(路治在通海)。明洪

武十五年(1 8 8 2)改路为府，府治移至建水。清乾隆三十五年(1 7 7 0)改建水

州为建水县。民国二年(1 9 1 3)改建水县为临安县，翌年复改建水县。民国十一年

(1 9 2 2)析出曲江，东山等北部地区设曲溪县。民国二十九年(1 9 4 0)建水县

隶云南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署治在建水(1 9 4 9年迁个旧)。中华人民共和国

威立后，建水隶蒙自专区。1 9 5 0年将红河南岸的敦厚镇，猛弄乡、永乐乡、太和

乡，瑞云乡、六合乡划出设新民县(今元阳县)，溪处乡划属红河县。1 9 5 7年起

建水隶红河啥尼族彝族自治州。1 9 5 8年1 0月，曲溪县撤销，其地复并建水县。

县境原辖l镇16区，l 9 8 7年改区为乡，设5镇12乡，即临安，西庄，陈官，南

．庄，曲江5镇，普雄、坡头，官厅，青龙、东坝、面甸，岔科，甸尾，李浩寨，东山坝、

利民，盘江12乡，下辖140个村公所(办事处)，1090个村民委员会(含临安镇8个居

民委员会)，1579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全县有1072个自然村。世居民族主要有哈尼族、

彝族、回族、苗族、傣族、汉族。总户数96125户，总人口431537人，其中农业户84841

户，381163人。耕地40．17万亩，农业人口人均1．05亩。

建水县境地形起伏，气温差异较大。建水，曲溪两个坝子属亚热带气候，土地肥

沃，水利条件较好，人口集中，物产丰富。主产水稻、甘蔗，烤烟，花生等作物。水稻

可一年两熟，蔬菜品种繁多。两盆地四周为起伏延绵的浅切割中山，海拔1600"-'2500

米，气候温凉。县境南部山势巍峨雄壮，边沿地带的红河岸畔海拔陡降至230米，气候炎

热，常年无霜，适宜种植热带作物。

县境交通方便。民国1 7年(1 9 2 8)轨距60厘米的个碧石铁路通车至建水，

l 9 7 0年改建为米轨，县内长度58公里。公路有通往通海、石屏，个旧，元阳4条干

道，县内总长2‘01公里，区乡公路63条总长817公里。全县有17个乡镇，126个行政村、

：856个自然村通汽车。 ，

县境地层自元古界到第四系，除侏罗纪，白垩纪缺失外均有分布，属高原岩溶地

貌，地势略显南高北低。海拔最高点是五老峰2515米，最低点是坡头乡的阿土寨230米。

县内有面积1平方公里以上的坝子12个，其中建水坝最大，面积260．6平方公里，曲溪

坝次之，面积76平方公里。其余10个小坝子分布在南部和中部地区。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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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境属南盘江水系和红河水系。南盘江从东部边境流过，县内一级支流有曲江河，

泸江河，岔科河，大清河。红河从南部边境流过，一级支流有坝头河、玛琅河，养马

河、龙岔河。全县水资源总量7r．43亿立方米，每平方公里产水量20万立方米，人均占有

1759立方米。两者都低于全省和全州的水平，属水资源贫乏的县。地下水2亿立方米，

占水资源总量的27％。现有水利设施控制水量2．35亿立方米，占水资源总量的31．7％。

水能资源可开发量2．5万千瓦，现已开发0．45万千瓦，占可开发量的18％。

县境内洪旱灾害频繁，旱涝交错，历史上尤以洪灾为最甚。‘建水州志'记载·唐

代元和年间南诏政权开始筑城，每夏秋溪水涨溢如海，少数民族谓海为惠历。汉语译为

建水。这也是历史上泸江河肆虐为患的原由。据旧志记载，自1 4 1 4～1 9 4 9年的

500多年间，发生大水灾49起，旱灾39起。特别是民国1 8年，1 4年连遭水，旱，雹

灾，全县酿成大饥荒j饿死黎民百姓13897人，致病39675人，流离他乡者38943人，民

国3 6年(1 9 4 7)7月，泸江河决堤40余处，淹没农田2．8万亩，倒房200多间，死

6人。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i舀：“前五百年赛过荆州，后五百年水滞沙丘，河水不向

颜洞流，今日沙丘昔良畴，石屏海水淹东头"。

建水各族人民为了生存，变水害为水利，与洪旱灾害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元代至元

年间驻建水的回回军疏浚颜洞入口和泸江河。明弘治年间参政陈宣派兵丁开挖石屏海

河引异龙湖水灌田’。万历年间兵备副使许宗鉴派兵丁修筑泸江河堤，并置田收租谷作为

修河的经费。清雍正年间云贵总督鄂尔泰饬令知府张无咎组织民众凿除颜洞阻水之十三

道石埂，加固泸江河堤，疏浚河道。同治年间东山坝干寨乡村民将块石凿通，砌成倒虹

吸管跨越山沟引水灌田。道光年间曲江人民开挖九甲沟(今大兴沟)。光绪年间面甸区．

人民开挖南、北两沟引水灌田。民国年间曲江区茅草房村黄育英集资开挖育英沟等等。

至1 9 4 9年止，全县计有引水沟84条，塘坝39个，灌溉农田3．7万亩。为保大春栽种，

水田一般不种小春作物，秋收后用来蓄水，称“冬水田"。全县连冬水田和泉水在内正

常年景也只能使8万亩农田按节令栽种，其余仍要等天下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水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当家做

了主人。通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消灭了剥削和压迫，建立了社会主义的

经济基础，生产力迅速提高，农民迫切要求兴修水利。中共建水县委、县人民政府认真

贯彻中央制定的“小型为主，蓄水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水利建设方针，领导和组织

全县人民年复一年地开展水利建设。县水利部门根据坝区、山区、丘陵区的自然条件租

水资源、t旱涝灾害等特点拟定治水方案，采取各种措施，保证水利计划的顺利完成。

1 9 5 0～1 9 5 5年，水利建设的重点是修复年久失修的沟渠，塘坝和河堤，减

轻早、洪灾害的威胁。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1 9 5 5年开始兴建库容105万立方米的

东坝团结水库，当年建成。1 9 5 6年春全县农村掀起兴修水利高潮，各区、乡普遍开

展小型水利建设，县主办塔冲水库、神仙洞水库和跨县境引水的红园山大沟。至19 5 6

年完成各类水利工程1021件，增加灌溉面积5万亩。

1 9 5 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幂|J

和积肥运动的决定◆，提出以“小型为主，中型为辅，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兴建大型工

程"的水利建设方针。中共建水县委、县人民委员会认真贯彻执行，在全县又一次掀起

兴修水利建设高潮。接着在1 9 5 8年的“大跃进’’中，县委提出“苦战一年，实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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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化”的口号。全县投入水利建设的劳力达8万余人，开工的大小项目有1000多件。其

。中：中型水库3座，小(一)型水库18座①。水利民工实行“组织军事化，，，自带口

粮、工具上工地。有的社员门上．-把锁全家修水利，有的男女青年推迟婚期齐上工地。

各级干部带领民工长年累月奋战在深山峡谷，披星戴月，“挑灯夜战’’。水利工地上广

’泛开展工具改良活动，使用手推车、矿车、索道、溜槽运土，挖渠工地上的赶耙、吊

杆，飞瓢(竹框)到处可见，跃进高沟采用“穿孔作业法"(多开工作面)开凿隧洞，

。从而提高了工效，加快了施工进度。跃进水库大坝仅用10个月的时间就筑成，7个月就

开通跃进高沟70公里长的渠道，把水输到南庄区羊街坝灌溉农田。机械提水工程也在这

一时期兴建。县铁工厂生产马拉抽水机15台，使用在南庄，东坝，陈官等区。1 9 5 9

年在岔科区青水塘建抽水站，安装单缸煤气机和水泵12台，后因机器质量低劣而拆除。

是年还利用省外斜拉闸门(又叫锅盖闸)图纸，由县铁工厂生产此种闸门，用于小型水

．库。还远销省内外许多县。

跃进水库建成后，建水坝子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坟堆累累，荆棘丛生的北校场

和北山寺一带变成了良田，泸江河雨季洪水量得到控制，决堤成灾的状况亦不再出现。

1 9 6 2年6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莅临建水视

察时欣然赋诗一首： “夏日访临安，欣然改旧观。昔年军驻地，今日作良田。械斗之风

．息，人民建乐园。边疆如此固，邻友亦同欢。”

但是在“大跃进”中，由于在高速度、高指标、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潮影响下，出现

，对劳力和物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损伤了非受益区群众的利益， “浮夸风’’和

“强迫命令风"严重，使一部份干部，民工身心受到摧残，三边(边测量、边设计、边

施工)工程频频出现，有些工程未能完成设计要求，有的水库施工质量低劣，以至成为

病险水库，有的甚至报废。

1 9 6 1年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水利电力部“只

搞续建和配套工程"的决定，对水利建设工程作了调整。停建工程大、投资多、见效慢

的新高沟②和南庄区的龙泉寺水库，黄泥冲水库、官厅区的坝头河水库、岔科区的铜厂

，水库、东山坝区的金家庄水库，缓建天华山、曲作冲两座中型水库。集中力量续修跃进

水库输水高沟，先后开挖支沟12条，并兴建664米长的团山倒虹吸管，把跃进水库的水

．从泸江河北岸引至南岸灌溉团山至高营一带2)00亩农田。处理塔冲水库等病险工程。山

区以村社为单位组织劳力修建小型水利工程。1 9 6 8年按小(一)型规模续建天华山

水库，l 9 6 6年12月建成坝高14．5米，库容360万立方米。还开挖了龙潭水库引水

沟，修建溢洪道。此外，对“大跃进"中平调非受益区的劳力、畜力和物资作了清退。

这一时期的水利建设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1 9 6 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各级党政机关处于瘫

．痪状态，主管水利事业的农水科领导权被“造反派"夺取，领导干部、技术人员被批

斗、下放，水利建设停滞不前。县管的跃进水系工程被肢解下放给公社管理，致使工程

失修，效益下降。但在极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部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干

部，技术人员和群众仍坚守岗位，完成了普雄底柞隧洞等一些水利工程。

1 9 6 8年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在“新政权”的领导下，农村广泛开展“农业

学大寨"运动，水利建设也同时进行。先后有南庄红旗水库，西庄大山水库、面甸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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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东山坝团结水库和跃进水库输水高涵开工兴建。除跃进水库输水高涵工期一年
外，其余工程均在10年上下。

1 9 7 7～1 9 8 7年间建水的水利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 9 7 6年10月中共
’

中央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建水县委认真贯彻中共云南省委提出的“以治水改土为

中心，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方针，发动群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县成立农田基本建 ·

设指挥部和“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坝区以。园田化"为主，山区以建造梯田台地为

主。水利建设亦相继开展，天华山，跃进水库的扩建和漾田万亩灌区泵站开工，泸江河

进行整治，小型电力抽水站纷纷建立。至1 9 7 8年底建条田4．4万亩，梯田台地1．6墨

万亩，建成小型水库2l座，坝塘29个，抽水站113处，新增灌溉面积3．6万亩。

1 9 7 8年12Y]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后，通过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和水利电力部提

出的“搞好续建配套，加强经营管理，狠抓工程实效，抓紧基础工作，提高科学水平，

为今后发展做好准备’’的水利方针，对全县的水利建设进行第二次调整。水利建设的重

点放在续修配套，除险加固，挖掘现有工程潜力和健全管理制度，提高经济效益等方面。

国家增加了投资，省水利水电厅调省水利施工二大队承担天华山水库大坝的施工。使在

建的两座中型水库的扩建配套，4座新建的小(一)型水库和漾田万亩灌区泵站得以顺

利建成。同时还处理7座病险水库，开发地下水。对基建投资作了改革，实行定任务、
。

定规格质量、定投资，定完成时间，由建设单位向水电局签订合同，竣工验收，投资节

约不上缴的办法，对缩短工期、保证质量、降低工程造价收到好的效果。工程管理着重 ．

于机构的建立和健全，订立规章制度，开展综合经营，实行承包责任制。同时改革了水

费征收办法。在基础工作上，完成了水利“三查三定"③，对象冲河水资源的开发做了

勘测设计，编制《建水县1 9 8 5～2 0 0 0年农村电气化规划》，完成全县《水资源

调查评价与水利化区划》。1 9 8 7年开始建立乡(镇)级水利水土保持管理站。

1 9 7 9～1 9 8 0年间，建水遭受特大干旱，水源枯竭，大片农田荒芜。省人民

政府拨给抗旱经费200万元，在陈官、南庄、东坝、青龙等区打机井，大口井开发地下

水，还试办喷灌和滴灌。这些工程除喷灌效益较差外，都发挥了抗旱作用，有井一片

绿，无井一片荒是当时的景况。抗旱中还使用高射炮发射碘化银炮弹施行人工降雨。

全县人民经过37年的艰苦努力，截至1 9 8 7年建成各类水利设施2064件，其中。

中、小型水库81座，总蓄水量11057万立方米，引水渠424条，电力抽水站273座。总装‘

机容量13661千瓦，机电井221眼。有效灌溉面积由1 9 4 9年的8万亩增加到24万亩，

水利化程度达到59％，除涝面积3．5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73平方公里，为9．91万农 -

村人口，3．13万头大牲畜解决饮水困难问题，建成农村小型水力发电站81座，装机容量

4034千瓦，建成35千伏变电站8座，变压器容量1．33万干伏安，架设高压线路701公里．

低压线路500多公里。全县17个乡(镇)、123个村公所(办事处)、844个村寨通了
’

电。水利和电力建设总投资5206万元，内国家拨款4000万元。

水利电力事业的兴起，促进了全县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

全县只有三个小厂和一些手工业作坊，总产值297万元。至1 9 8 7年已有省州属企业

5个、县属企业61个，乡镇企业85个，工业总产值1．1亿元，比1 9 5 0年增长36倍。

1 9 8 7年全县农业总产值8646万元，比1 9 5 0年的2494万元增长2．4倍I粮食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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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10048．7万公斤，比1 9 5 0年的5087万公斤增长1倍，甘蔗总产量21．8万吨，比

1 9 5 0年的1．7万吨增长12倍。成为全省粮食，糖料和蔬菜生产基地县之一。

但是，县境内水资源可开发利用量较少。巳建成的水库主要靠拦截径流，受降雨量

的制约，而且水库分布也不平衡。山区水源虽丰，但开发比较困难，现有水库不多，又

都是抗旱能力比较低的小型水库，坝塘，坝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高，但因人口稠

密，耕地集中，复种指数较高，用水量大，有些地方缺水现象仍很突出。此外，工程管

理较差，有些工程多年无人管理，丧失灌溉能力。电力的供需矛盾更为突出，县内无骨

干电站，用电靠滇南电网输供，州里分给的年度用电指标不能满足现有负荷的需电量。

水利电力事业，任重道远。全县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发扬艰苦奋斗，奋发向

上的精神，继续开发水资源，为振兴建水经济作出新的贡献!

①国家规定的水库规模分为：巨型。10亿立方米以上，大型：1亿至10亿立方
米，中型l 1000万至l亿立方米，小(一．)型l 100万至1000万(不含1000)l

小(二)型l 10万至100万(不含100万)，坝塘10万(不含10万)立方米以

下。
，一一．

．

②1 9 6 0年计划从21公里处的跌坎上部再修一条输水沟至岔科区，时称“新

闻f叫 。 ： ，

。 ‘

“三查三定"，即t查安全定标准，查效益定措施，查综合经营定发展计

划! 一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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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明、清 时期

(1 4 9 3)。参政陈宣，副使包好问、知府王资良，指挥庞松调集兵

河引异龙湖水灌临安田。

1 5 7 6)，兵备副使许宗鉴征调乡民疏通泸江河。并在象冲河旁干沟

租谷作为修河经费。

(1 7 2 9)。云贵总督鄂尔泰命郡首张无咎、总镇张应宗、州牧祝宏

洞阻水石埂十三道。并疏浚河道，加高培厚泸江河堤810丈，象冲，塔

堤岸4375丈。翌年四月竣工。
一

1 7 3 2)，清政府议准云南盐道衙门每年拨给泸江三河岁修银三百

东山坝干寨村群众用块石将中间凿通砌成倒虹吸管引水灌田，群众称“

年(1 8 4 5)，泸江河堤决24处。双龙桥下边堤决水势汹涌，洪水于

一河，长20里，宽2至8里，建水南门外一片汪洋，灾情严重，育美公

)捐巨款修复。

曲江民众开挖九甲沟(今大兴沟)，长10公里。

年至三十四年(1 9 0 6～1 9 0 8)，连续大旱，秋谷无收，米贵如

安南(越南、)贩运大米，辗转千里，以解饥困之危。

漾田冲村民开挖南、北两沟，灌田4000余亩。

民 国 时 期

1 9 1 3)，县设实业所。

1 9 2 1)，张雅琴，佴位卿等集资创办火力发电厂，谓“三益电灯公

40千瓦。后因管理不善亏本停办。

年(1 9 2 4～1 9 2 5)，久旱无雨，栽插失时，秧苗枯死。秋逢大 -

物淹坏，十室九空，秋谷无收。翌年又遭春旱和冰雹，四村秧苗多被打
‘

续遭灾，全县发生大饥荒，流离他乡38943人，致病39675人、饿死13897

人。 簟

民国18年(1 9 2 9)，改实业所为建设局。

?民国22年(1 9 8 8)。滇军步兵第三旅一部协助漾田冲村民修复南沟和北沟。

民国23年(1 9 3 4)，曲江区茅草房村乡绅黄育英筹资开挖育英沟，长10公里，

灌田2000亩．

民国26年(1 9 8 7)夏，暴雨，泸江河决堤78处，淹没农田2万余亩，民房倒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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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28年(1 9 3 0)，征调民工4200人，每人服工役3天，培修旷野、．象冲，南

庄三河堤埂，开挖普雄小水井箐水沟。

民国32年(1 9 4 3)，春至夏初干旱，夏末秋初雨水过甚，泸江河决口，陈官、

东坝、团山等地35042亩农田受淹。

民国36年(1 9 4 7)7月21日"-'27日，连续发生3次水灾，泸江河堤决40余处，

淹没农田28000亩。茭瓜塘、石桥正街、鸡市街、纸房巷受灾严重，倾倒房屋200余间，

死亡6人。

民国37年(1 9 4 8)，云南省建设厅派技术员勘测象冲河包家山水力发电厂。次

年旅省同乡会范承枢、张茂廷等人倡议兴建，资金由省人企公司拨股红息半开5万元。

但因筹备未绪，未能开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1 9 5 0年

1月19日，边纵十支队与中国^．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37师会师，第二次解放建水·

县人民政府设建设科。

是年，漾田区人民政府组织群众整修南，北两沟。1 9 8 4年县水电局拨款再次

整修。受益面积增至5187亩。

5月，干旱，泸江河水断流，县人民政府动员珍珠区(今东坝区)、建中区(今城

关镇和陈官区)、继鹏区(今西庄区)民7"200人，使用龙骨水车100张，由邵连义带领

到异龙湖车水抗旱，石屏县人民政府组织坝心区群众协助疏浚海河。

1 9 5 1年 -

5月1日，建水县火电厂建成发电，装机容量40千瓦。

6月，云南省农林厅水利局于东坝陈家桥设“马军水位站"，曲江大新桥设“大新

桥水位站，，。 ，

1 9 5 2矩

4月，举办第一期小型水利辅导员训练班，每乡一人，共70余,A，时le-]lO天。

同月，政务院水利部司长刘德润、西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科长魏正华、省水利局局

长龙志钧等对辛f划兴建的羊街水库(今名跃进水库)坝址首次勘察。12月龙再次察勘。
并决定设置羊街水文站。

12月，蒙自专员公署与云锡公司商定，由云锡出资，建水征调2000民工、E屏lOOO

疏挖异龙湖海河。工程于次年3月完成，到6月放水4500万立方米供建水灌溉农由和开
远南桥电站发电。

。‘

1 9 5 3年

8月，省水利局第二测量队测量羊街水库和灌区地形，绘制1 l 10000地形图。

1 9 5 4钜

第五区青莲乡组织群众于老灌塘开挖水沟放塘内水灌田，并由象冲河响水坝开沟引

水入塘。1 9 5 8年建东、西两坝，高9．6米，库容200万立方米，即为水库。1 9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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