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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在广西
——1960年5月15日，敬爱的周总理由桂林

到阳朔途中，审查正在兴建的青狮潭水

库设计图。



照片说明

D青狮潭水力发电厂

≥青狮潭水力发电厂地下厂房

D水利部、自治区水电厅桂林培训中一￡

D局、处、厂领导认真评审水库志

D青狮潭水库灌区管理处

D人造板材厂车间一角



照片说明：

1灌区景观&



赡片说明：

1958—1950年期间青狮潭水库施工现场

掠影。



青狮潭水库工程施工指挥部及历届局、处、厂领导人

(按指挥部、局、处、厂任职的顺序排列；由

于历史原因，个别领导照片缺)

黄戚达 马顺德 唐咸秦 石芳滋

霉～恸一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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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象



『‘r狮潭水库游区示意圈



序 言

青狮潭水库总库容6亿立方米，现已发展为以灌溉为主，结合旅游补水、发

电、防洪、养鱼、航运等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库之一，也是桂林地区和桂林市的

最大水库，是镶嵌在桂北大地上的一颗明珠。青狮潭水库位于灵川县城以西的

青狮潭峡谷出口处，距县城18公里，距桂林市30公里。桂林至灵川有一级公

路相通，灵川至青狮潭枢纽有柏油公路，交通十分方便。

青狮潭灌区北自大青山麓起，南到良丰河；东起尧山脚下，西与义江引水

工程灌区相接，总面积约984平方公里。灌区横跨桂林地区的灵川县、桂林市

东郊与西郊、临桂县。这个灌区在历史上曾经历过多次水旱灾害，自唐·龙朔

二年(662年)至建国前，有记载的水灾共27次，旱灾20次。这里的人民，干百

年来都迫切盼望解除旱涝灾害的威胁，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

1949年临桂县(当时临桂县与灵川县合并称临桂县)解放后，为促进农业生

产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桂林地委、桂林专员公署领导下，临桂县

和桂林市郊人民以及地、县二级水利水电工程技术人员，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因地制宜地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1958年9月20日青狮潭水库经上级主管

部门批准正式破土动工。同年11月成立了工程指挥部，按军事编制将7万民工

组成4个师、2个独立营和21个团投入施工。水库工程宏伟，规模巨大，在施

工机具、炸药、水泥、钢材奇缺的情况下，数以百万立方米的土石方的挖掘、装

载、运输、辗压，主要是凭数万人手挖肩挑，的确是一件惊天动地的非凡创举，

也是人民群众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为摆脱贫困走向繁荣富强而奋斗的勇

敢实践。事实证明：两县一郊人民，在青狮潭水库的施工中，发扬了敢想敢干

的大无畏精神和共产主义风格，克服了一系列困难，经过几年时间日以继夜地

奋力拼搏，与洪水竞赛，抢时间，夺安全，终于在1960年1月4日拦河大坝截

流成功。同年7月2日西干渠通水，水库开始发挥灌溉效益；1964年5月东干

渠建成通水，1964年8月大坝建成，1966年9月溢洪道完工；1969一1972年电

厂4台发电机组先后投产，并网送电。至此，青狮潭水库全面按设计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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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1990年对该水库枢纽工程作了加固：在粘土心墙坝轴线处加筑65

厘米厚的混凝土防渗心墙；加固了溢洪道；对灌区渠系作了防渗、加固和配套。

水库大坝的抗洪能力提高到防御可能最大洪水标准，渠系水利用系数由1986年

的0．42提高到1990年0．52，达到了把过去渠道浪费掉的水节省下来，蓄在水

库，到枯水期向漓江调水的目的，扩大了工程效益。

在商品经济大潮的推动下，随着桂林地、市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青狮潭水库今后的任务将日益繁重，有待两县一郊人民和桂

林水务局以及灌区、调水处、电厂各单位的共同努力来完成。

我曾担任过青狮潭水库工程管理局第一任局长，一生中有幸从事过一段水

利工作。今天在我退下来后能看到《青狮潭水库志》的出版，心情十分激动，阅

读之后倍感亲切，把我带回到轰轰烈烈的群众大办水利工程的年代。整个志书

资料丰富，叙事全面、系统、翔实，记载了青狮潭水库建设和发展的历史，是

一部难得的有价值的志书。

这部志书的编纂成功，是自治区水电厅水利史志编辑室、、桂林水务局领导

的重视，桂林行署水电局及历届领导的关怀，水务局所辖的灌区、电厂。、调水

处及两县一郊水电部门的支持以及主编唐剑元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一成果

将对今后桂林地、市两县一郊的水利事业、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宝贵的指导作

用。
’

田振声

1995年8月



凡 例

一、本志上限为公元662年，下限至1990年，部分章节、表格内容根据需

要适当下延。《大事记》延伸到1995年。

二、灌区的行政区域在历史上曾多次变动，本志取事一般以1961年划定的

行政区域为限。

三、本志正文共12章37节。此外还编写了《概述》、《大事记》以及《附

录》。除《概述》纵贯各门类，统领全志外，《大事记》则按时间顺序记事，正

文则以类系事，以事立章，章下设节，节下有目，目下有子目。共4个层次，逐

层统属，横排竖写，配以必要的图、表。

四、民国以前，按朝代年号纪年，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均在括号内注明

公元年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以公元纪年。月、日均按备时期历法。

五、本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简称“建国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后，简称“建国后”。

六、本志文中的数字，按1986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刊载的国家语言

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制定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记述。

七、本志地面高程，采用黄海基面高程，如采用其他基面高程则加以说明。

计量单位采用法定计量单位。引用历史文献中的计量单位未作改动。

八、本志对各历史时期的政权官职一般按当时使用的称呼。

九、本志引用的资料，大部分来源于桂林水务局(原青狮潭水库管理局)及

该局所属的灌区管理处、电厂的档案资料，部分为灵川I县、临桂县水电局提供

的资料，还有桂林行署水电局历届领导和桂林水电设计院提供的资料以及施工

时的报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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