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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水库拱坝



上：金钟镇电力提水站和供水点

中：龙姑人畜饮水管理所和大寨供水点

下：杨弯桥水库至陈显屯段管道开挖



坡改梯

县机关，学校．街道群众参加植树造林



十街一级电站全景

羊街二级电站全景

羊街二级电站主厂房
装机容量时×一ooo舐。



威宁坑口火电厂一角

城关35千伏变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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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县水利电力局水利志编辑室三年多的辛勤劳动，《威宁水利电

力志》刊印和大家见面了。作为一个忠实的读者和曾参与过威宁水利

电力建设的我，自然深感亲切和高兴。

这部《水利电力志》是对威宁40年治水办电的反思和总结，是认

识威宁自然特点，研究水利经济规律，更好地开发利用水利、水力资

源的宝贵资料，是制定水利政策和措施的重要决策依据，价值很大。

建国后，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于1954年开始水利建设

起步。几十年来，在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下，经过水电部门和各族干

部群众的艰辛努力，成绩卓著。到1990年，累计建成各类水利工程

249处，蓄水量达6478万立方米；引用流量达7．47秒立方米。同期

建成小水电145站，小火电厂一个，共计装机1 5137千瓦。这些工程

虽然在较长时期也和其它地区一样，存在着配套差，重建轻管，长年

失修，效．益衰减等问题，但经废减调整后，实灌面积仍达3．97万亩；

防洪保护面积近12万亩；解决人畜饮水困难达26．9万人，畜27万

多头。

这些建设成就与建国初期相比，亦是天翻地复的变化，是一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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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可颂的史诗。 ‘，

威宁境内主要为卡斯特发育地区，渗漏大，山高水低，立体气候，

易早易涝，十年九灾。没有水利设施，就不可能抗御旱涝灾害。实践

证明，已建成的各类水利工程，对受益区内的旱涝保收、稳产高产、解

决人畜饮水等，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保证作用。这些历史事实足以说

明，水利确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由于威宁地质地形和水热条件所决定，人畜饮水困难面还很大，

特别是旱地浇灌和水力开发，任重道远。对现有2万余亩稻田的保灌

和新稻田的适量发展，也不可忽视。因此，认真吸取过去水利电力建

设和管理的经验教训，不断提高建管水平，是十分重要的。 ．

：这部《水利电力志》所载史实，至少提示了以下几个问题：

．u——重视前期工作，避免“三边"工程，不仅要有完整的勘测设

计，还要有两个以上方案对比择优。

■：，·一要让施工人员系统了解设计意图，建立相应的施工管理责

任制；发现需改动设计的环节，按规定报批，以优质施工保证优质设

计，实现全优工程。

：．i——主体工程与渠系工程配套进行，同期完整竣工，才能快出效

益。有库无渠，有水无灌溉面积的．现象，不能在今后的建设中再出现。

。．’一建管并重，以管理出效益。不断总结经验，求实创新，提高管
理单位自我发展的能力，促进工程的永续利用，才是效益之所在。

i“t—_为适应威宁的自然特点和农业经济状况，要树立大水利观

点，建设生态型水利工程。把水利建设，水土保持，农田基本建设结合

起来，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位一体的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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