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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

求是地记述陈村灌区规划以来的历史；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灌区人民

艰苦创业，团结治水，造福后代的奉献精神。

二、志书上限始于1958年，下限至1990年底。叙述水旱灾害时上溯到公

元323年。 。

三、计量单位遵行国务院1984年3月4日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

计量单位》中的有关规定。记时以公历，地名以1986年前后各市、县人民政府

编印的地名录为准。 ’

四、高程水准基点为吴淞基面。

五、政区名称如县(市)、区、乡(公社)和机构名称均以当时名称书写。

六、科技名词凡己定中文名的，一律用中文名书写。机械型号等按现行通

用写法。 ，

七、领导任职表中已涉及的人物，在大事记中不再加职称、职务，直呼其

名。

八、所用资料大部分来源于档案，部分来自经过核实的采访记录。纪村水

电站一节及关于陈村水库的叙述，摘自《陈村水电站志》。

九、志书结构按章、节、目三级设置，以语体文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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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修志撰史，承前启后，服务当代，惠及后人。

自1986年开始，陈村灌区管理处组织人员着手《陈村灌区志》的编写工

作，历时七年多，五易其稿，终于出版问世了。

陈村灌区已有20多年的历史。从1971年动工兴建，水利战线上的几代人

奋斗于斯，风餐露宿，栉风沐雨，以工地为营，以坝为家，以苦为荣，以苦为乐，

1976年冬终于在长江支流青弋江上建成了陈村灌区总干渠和青左支渠。此灌

区灌溉着昔日新四军将士浴血奋战过的热土，发挥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20多年来；多少人为之呕心沥血，为之离子别妻分居两地，为之献了青

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有的甚至长眠在泾川大地。这些光辉业绩，虽不惊

天地、泣鬼神，但也应载入史册，铭传后世。我们有理由也有责任让后入了解历

史，使他们从中得到结示，更好地开创未来。

《陈村灌区志》通过25万文字的记述及必要的图表，系统地记述了兴建总

千渠和东干渠的来龙去脉，如实地反映了20多年的坎坷历程，既记述了成功

的经验，也写下了深刻的教训，是一部较为全面的资料性著述。

《陈村灌区志》作为一部水利工程志，第一次系统地提供了陈村灌区的历

史和现状的详尽资料，对于彰往昭来，提高灌区工程管理水平，以及精神文明

和物质文明建设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修志是一件艰苦、辛苦、清苦的工作，陈村灌区编纂人员为此付出了辛勤

的劳动。各级加强领导，专家学者给予亲切的指导。令人欣慰的是，这一劳动成

果已经并将日益得到人们的珍视。尽管志书还存在一些不足，但存史、资治和

教化的作用，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著

膨强昝
1998年1月1日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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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陈村灌区地处安徽省长江南岸，跨漳河流域和青弋江，水阳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南以

泾县，宣州市的溪口、黄村、纪村，琴溪，柿木铺、杨柳铺一带55至75米高程为界；北与大

公圩，太丰圩毗连；东临水阳江边；西至南陵县葛林，峨岭，五里，家发和繁昌县平铺，新林。

受益范围包括宣城地区的泾县、宣州市和芜湖市的南陵，繁昌，芜湖共5个县市60个乡，

镇以及上海市军天湖农场，总面积1769平方公里。设计灌溉农田】36．69万亩，发电总装

机4万千瓦，年生产电能2．23亿干瓦时。

灌区地形自南向北渐低，有山，丘．畈三种类型，以丘陵为主。灌区地跨扬子准台中的

贵池一繁昌凹断褶皱和加里东准地台I=}J的泾县一宣州一广德凹断硪皱两个不周的地质构

造单．元。沿渠线多为红色壤士、粘土、红色砂岩，部分地区为夹砾石、灰岩及秒卵石。
’

水稻是灌区内主要农作物，具有悠久的种植历史。

灌区内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但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匀，旱灾是影响农业

生产的主要灾害。泾县《水利志》载“五天不雨就旱，三天大雨就洪”。iS"fL劳动人民很早就

利用天然河流，发展灌溉事业。唐宪宗元桐l四年(公元809年)相I唐懿宗成通五年(公元

864年)，南陵人民修筑大农陂相l永丰陂，障引青弋江灌田8万余亩。元惠宗至正二年(公

元1342年)，宣州人民在杨柳建官坝一座，引周寒河水灌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

多次维修，灌溉面积已扩至8700亩。本世纪50年代泾县兴建了安吴渠，南陵兴建了柏山

渠两座引青弋江水的灌溉工程。灌区内还兴建了水库塘坝和一些捉水灌溉工程，灾害较历

史上大火减轻。但大部分仍依靠塘坝和小水库灌溉，旱灾仍较频繁，一般15天不雨即出现

旱情。利用当地径流只能解决很少一部分灌溉用水，而且这～部分地区兴建的蓄水工程量

大，淹没面移{大，保证率低。因此，仅利用当地径流不能解决本地区的灌溉问题。

】969年陈村水库复工兴建，为解决本地区灌溉问题提供了条件。1970年3月芜湖地

区水利电力局为综合利用青弋江水力资源，开始对陈村灌区全面规划。1972年2月水利

电力部正式批准兴建陈村灌区。灌区内平均年总产水量48．3亿立方米，总用水量32．3亿

立方米，弃水最16．3亿立方米，利用率67％，灌溉缺水量O．3亿立方米。灌区规划设总千

渠、东干渠、西干渠各l条和分干渠3条。总干渠从溪口枢纽至纪村长40．5公里，于徽水

平交没黄利‘泄洪闸，末端利用渠道与青℃江落差建纪村水电站，装机3．4万千瓦，沿途还

有大、中、小建筑物72座(不包括溪口淹没区工程)。东千渠设有紫湾，花园、杨柳3座渡槽

和鼓楼铺、罗冲、陶桥3个隧洞以及其他中、小建筑物共74座。西干渠渠首位于纪村水电

站下游2公里的赤滩，是蒋截青弋江的拦河坝工程。渠道其余建筑物没有规划。

陈村灌区的建设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71年10月至1976年底，当涂．芜湖、

繁昌、南陵、郎溪、广德、宣城、泾县8县民工35万人连续奋战6个冬春建成总千渠。泾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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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多民工建成青左支渠和溪口上溪淹没区的圈圩工程。陈村水电站组织兴建了纪村水

电站。总干渠地形复杂，深切岭高填方多，施工难度大，八县民工凭着—根钢钎两只手，一

条扁担两只筐完成了1563．67万立方米的渠道土石方工程，投劳2110．8万工日，汗水洒

满了总干渠，20位年青人为建设总干渠还献出生命，长眠在泾川大地。广大干部和工程技

术人员长年坚持在工地，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付出了艰辛劳动。

1977年开始为灌区建设的第二个时期。鉴于总干渠建筑物与土石方同时施工，相互

干扰影响质量，东干渠先造建筑物后筑渠。到1989年底，3个隧洞和3座渡槽以及1 1项

中小建筑物竣工或基本完成。此期间因经费不足，紫湾渡槽停建5年，其余工程只得分年

分期实施。鼓楼铺隧洞穿越两种地层塌方冒顶，花园渡槽地下石炭岩溶异常发育，复杂的

地形地质条件，增大了设计、施工难度，影响了施工进度。1988年渠道开工前夕，芜湖市、

县人民政府请求不参加东干渠施工，安徽省人民政府决定“东干渠灌区不再包括芜湖县境

内的灌溉面积⋯⋯’’东干渠灌溉面积减少29．78万亩。断面缩小后，中国共产党宣城地区

委员会、宣城地区行政公署决定，渠道土石方由宣州市和泾县包干施工。1989年lO月，

地、市县发动5万民工，开展了渠堤施工，一个冬春完成土石117万立方米，掀起了陈村灌

区第二次建设高潮。1990年冬，市、县集中群众集资并投入各类机械350台(部)，使工程

转入以机械为主、人力为辅的施工阶段。

总干渠1976年建成试通水，1977年4月正式通水。为了做好管理工作，1975年8月

成立了陈村灌区管理处和陈村灌区泾县管理所。1978年7月青左支渠通水，泾县青左灌

管理所相应成立。19多年来，灌区职工队伍不断发展，管理水平逐步提高，制订了管理运

行规章制度和建筑物操作规程，在工程观测、维修养护工作中积极推广应用先进技术。在

泾县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水源保护、水政监察和治安保卫工作顺利开展，工程安全得

到保障。

总干渠设计水深5．1米，1977年至1979年过水深度仅2．5米，1983年至1986年，以

混凝土衬砌为主进行防渗加固，输水深度逐步提高到4．6米，保证了农田灌溉。1978年泾

县大旱，粮、棉产量大减；而沿渠两岸却喜获丰收。在灌溉的同时供水给纪村电站发电，

1977年至1990年共发电89483．9万干瓦时；还供应了居民和工业用水。现在，有的地段

渗漏仍较严重，工程损坏老化厉害，每年要花大气力搞维修，始终未能按设计标准运行。总

干直接灌区的渠系配套工程因经费限制而不齐全。因此，总干渠和青左支渠实际灌溉只有

7．9万亩，占设计13．2万亩的59．8％。

灌区管理单位的主要收入除纪村电站发电水费外，近10年来利用灌溉水兴办了两座

小型水力发电站，开展了服务业等综合经营，增加了收入，改善了职工生活。

陈村灌区是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大型灌区，东干渠完工后，须向南、北延伸分千渠，支、

斗、农、毛渠的田间配套同步跟上，才能解决重点灌溉的宣州市丘陵死角的干旱困扰。西干

渠在南陵、繁昌县境，属芜湖市辖，何时建现还未定。灌区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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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70年

3月 芜湖地区水利电力局开始陈村灌区的全面规划，提出对陈村水库发电尾水和

区间来水进行灌溉、发电、航运和城镇用水等综合利用。

7月30日 芜湖地区革命委员会向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上报了《青弋江综合利用工程

规划报告》，要求兴建青弋江综合利用工程。

9月8日 芜湖地区革命委员会向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报送《青弋江综合利用工程设

计任务书》，并要求列入1971年基本建设计划。

1971年

3月 安徽省计划会议正式将青弋江综合利用工程列为国家计划。

5月 水利电力部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张文碧，在安徽省水利电力局革命委员会主

任赵子厚，中国共产党芜湖地区委员会常务委员、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林德江，中国人民解

放军芜湖军分区副政委沈星野陪同下，视察规划中的总干渠路线。

5月2口、3日 青弋江综合利用工程第一次会议在芜湖召开。明确了兴建青℃江综

合利用工程的意义。决定抽调干部，成立机构，积极做好开工准备。

8月下旬 中国共产党芜湖地区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讨论并同意青弋江综合利用工

程兴建计划报告。决定一期工程先建溪口渠首枢纽，开挖溪口至黄村段总干渠道；成立“芜

湖地区青弋江综合利用工程指挥部”，各有关县迅速成立工程指挥所。总干渠以县为单位

分段包干，并号召“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8月 芜湖地区青弋江综合利用工程指挥部再次向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上报《青弋江

综合利用工程设讨’任务书》。

9月3日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向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水利电力部转报《青

弋江综合利用工程没计任务书》，核定灌区规模为“保证灌溉山丘区146万亩，在平水年及

丰水年补给圩区63万亩”。 ．

】0月】8日 溪口大坝工地举行青弋江综合利用工程开工典礼，各方面代表和民工

近万人参加了大会。中国共产党芜湖地区委员会书记、芜湖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于永贤动

锹破土，青弋江综合利用工程施工正式开始。

11月上旬总干渠第一期工程开工，开挖溪口至黄村段15公里长渠道，泾县、南陵、

宣城、繁昌、芜湖5县10万民工参加施工。

11月16日 芜湖地区革命委员会向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上报《灌区LlI丘区灌溉补充

规划报告》及《溪口渠首枢纽、总干渠溪口至黄村段扩大初步设计》。

11月 芜湖地区青弋江综合利用工程指挥部向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上报《青弋江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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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工程山丘区灌溉部分规划报告》。
1972年

2月23日 水利电力部批准兴建陈村灌区即青弋江综合利用工程，保证灌溉面积

146万亩，其中开荒56万亩。

4月4日 水利电力部同意安徽省将总干渠设计流量核定为160立方米每秒。

6月 芜湖地区青弋江综合利用工程指挥部向安徽省水利电力局、安徽省革命委员

会生产指挥组上报《青弋江综合利用工程初步设计书(山丘区)》。

6月26日～29日 中国共产党芜湖地区委员会召开青弋江综合利用工程工作会议，

总结一期工程经验，并于7月19日发出会议纪要，布置了二期工程任务和采取的措施。

8月22日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向水利电力部报送青弋江综合利用工程

灌溉部分初步设计和总概算及初步审核意见。

10月中旬总干渠第二期工程开工，开挖黄村至泾县城郊五里岗15公里长渠道，芜

湖、繁昌、南陵、宣城、当涂、广德、郎溪8县1l万民工参加施工。

11月16日 水利电力部审查陈村灌区初步设计，同意安徽省不考虑徽水补充水量

以及与港口湾水库灌区沟通方案；同意总干渠和东干渠的布置方案；同意对西干、南襞分

干渠结合面上的规划作进一步调查研究。

12月12日至15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芜湖地区委员会副书

记王恩茂率地区慰问团到总于渠施工工地慰问并参加劳动，深入工棚了解民工生活。

年底安徽省水利电力设计院规蛇0组、芜湖地区水利电力局、芜湖地区青弋江综合利

用工程指挥部等单位组织力量，开始进行西干渠灌区规划。

1973年

10月中旬总干渠第三期工程开工，宣城、南陵、芜湖3县开挖泾县城郊五里岗至纪

村电站10．5公里渠道。当涂县承担黄村泄洪闸清基；广德、郎溪两县承担溪口至黄村段的

整修和尾工。6县10万民工参加了施工。

． 10月4日 黄树泄洪闸开挖施工导流引河。10月25日引河开始导流，上下游围堰裔

龙，清基开始。
‘

11月8日 纪村电站主体工程土方开挖正式开始，进场500人。

年底安徽省水利电力局设计院规蛇0组、芜湖地区水利电力局、芜湖地区青弋江综合

利用工程指挥部共同完成《西干渠灌区规划报告》，指出：“充分合理利用当地径流以后，如

遇1966年至1968年情况，缺水仍然严重，必须引用外水补给”，“⋯⋯其中泾县，南陵、繁

昌一部分地区必须修建西干渠，引用陈村尼水解决”；并提出“西干渠选用低线方案．渠道

不过香岭”。

1974年

4月中旬 芜湖地区青弋江综合利用工程指挥部向安徽省水利电力局上报《青弋江

综台利用工程灌溉部分修正初步设计书》第一册概论，第二册总干渠及东于渠部分，第三

册西干渠部分。

4月下旬芜湖地区青弋江综合利用工程指挥部对参加总干渠建设一至三期工程中

伤亡情况进行调查，民工共伤亡65人，其中亡20人，伤4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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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纪村切岭进口左岸发生滑坡，以后逐渐发展至1978年底形成一个滑坡群。

10月14日 水利电力部下发“关于陈村灌区工程修正初步设计的审批意见”。内容

详见附录一。

11月28日 繁昌县民工进驻纪村电站工地清基。

1975年

6月20日 芜湖地区水利电力局向安徽省水利电力局上报《关于修改陈村灌区干渠

洪水设计标准报告》。

6月25日 安徽省水利电力局下发《关于修改陈村灌区干渠洪水设计标准报告》的

批复：

一、东西干渠：主要建筑物设计洪水频率二十年一遇，校核百年一遇；次要建筑物设计

洪水频率十年一遇，校核五十年一遇。

二、宣城、芜湖及南繁分干渠：主要建筑物设计洪水频率十年一遇，校核五十年一遇；

次要建筑物设计洪水频率十年一遇，校核十年一遇。

8月 泾县水利电力局向芜湖地区水利电力局上报《青弋江综合利用工程奇左灌区

(上段)扩大初步设计书》。

8月9日 芜湖地区陈村灌区管理处成立，编制54人，隶属芜湖地区行政公署领导，

内设政秘、工程管理、财务器材3组。

8月26日至9月10日席振揆率lO人去湖南省韶山灌区和安徽省淠史杭灌区参

观学习。

11月20日 中国共产党泾县委员会动员全县25个公社7934名民工，开挖青左支

渠。渠道土方和建筑物施工于1979年8月全面竣工。

1976年

4月 芜湖地区水利电力局完成《青弋江综合利用工程东干渠技术设计书第二册，东

干渠渠道及建筑物部分》，并上报安徽省水利局。

8月19日至8月29日 总干渠第一次试通水。

9月3日 纪村水电站1号主变就位，完成前池清理，拦污栅安装工作。

9月20日至10月2曰 总干渠第二次试通水。10月2日3时，位于泾县城郊新村的

单孔圬工地下涵．因系用还未达到使用期的水泥砌筑，拱顶突然倒坍，冲毁水田2亩多，试

通水中断。

lO月1日 纪村水电站1号机组试运行，最高发电功率13000千瓦。因新村地下涵

拱顶突然倒坍，放水停机。

12月 芜湖地区水利电力局完成《青弋江综合利用工程东干渠技术设计书第四册鼓

楼铺隧洞部分》，并上报安徽省水利局。

年底总干渠工程基本建成，完成渠道土方1304．56万立方米，石方417．94万立方

米，渠道长40．5公里，并完成大、中、小建筑物56座(不包括溪口淹没区工程和总干渠以

后增加的桥、放水涵工程)。

1977年

3月7曰至4月21日 首次在总干渠采用混凝土防渗。在大康闸左、右侧筑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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