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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地方志丛书说明

编写部门志是形势的新要求，是社会主义方志的’

新发展，是现代社会经济和管理分工的新产物。我县的
部门志和乡镇志在各级党政领导下，从1987年开始，经

过近四年奋战，数次易稿，现已陆续编印成书。

部门志、乡镇志的编写以思想性、科学性、资料

性，可读性为目标，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指导。它具有领属小、门类全的

特点，有较为翔实的资料，可详县志之略、补县志之

遗；有今人可用，后人可鉴，为各部门提供研究史料
和决策参考的作用。

茶陵县地方志丛书由各部门和各乡镇编写，经县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定，以成书先后为序排列。因受
编审水平的局限，错误与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

者予以指正。

茶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0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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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茶陵县龙下灌区青年电站的建成投产，为全县工

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城乡人民物质生活、精神文明建

设，发挥了很好的效益，被誉为“夜明珠”o在工程

建设中，全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在人力，物

力、财力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将金县人民的伟大功绩

载入史册，以彰往昭来，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乃

历史的重托，人民的愿望。
1 989年4月，遵照茶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部

署，成立编志机构，在局党总支的领导下，组织专门

班子，编写《茶陵县龙下灌区志》。

在编写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

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本着继承历史、反映现实的要

求，尽力做到真实，全面、客观地记载龙下灌区管理

局从1975年至1989年这一段历史里程。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查阅档案、调查采访、收集

资料j通过探本溯源、匡正不足，在核实甄别，筛选

分类，资料论证有据、真实可靠的基础上，开始撰

写。经过三修篇目，四易其稿，至1990年9月脱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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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志设概述、大事记和工程建设、企业管理、

构、职工队伍、环境保护共5章、2 9节、

字。

党政机

6万多

在编写中，管理局从领导到广大干部、职工及参

加工程建设的老同志，提供了很多宝贵资料，并得到

茶陵县志办、县农委和专志领导小组热情指导，谨表

衷心感谢。值此，并向曾经献身于龙下灌区工程建设

的各级干部、工程技术人员、人民群众和热情支援工

程建设的单位和同志致意!

编修志书是承先启后的传世之作，是一项严肃的

政治任务。我们经验不足、水平低，在志稿中，难免

有不足和错误之处。但愿这本未臻完善的志书，能达

到激励今人，启迪后代，为管理局及所属站、厂的振

兴，再绘新图，再立新功，谱写出更好的篇章，让这颗

灿烂明珠为全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更大的光和

热l

编 者

199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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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断限，上自1 975年5月，下至l 989年

末。

二，本志以事设章，横排纵述。用记，述、志、

图、表，照等形式，力求全面．系统、完整，如实反

映龙下灌区面貌，体现专业特色。

三、本志资料来自县档案馆，有关部门档案和本

局技术档案室，文书档案室档案(包括各个时期的领

导报告、会议记录、工作总结等)和参加过工程建

设、熟悉情况的老同志座谈口述。

四、本志一律用公元纪年，计量单位名称，符号

均采用国际单位制；水位高程为海拔高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 述

1 976年3月成立茶陵县龙下灌区管理局，地处浣

溪乡境内的铁甲山，距县城3 5公里，紧临公路1 0 6

目道线，交通方便。占地面积I 78．62亩，其中局生活

区66．32亩，电站生产区25．32亩，铁合金厂生产、生

活区86．95亩。厂房、办公及职工住宅等建筑面积

1．71 1 3万平方米。固定资产11 58．3万元。各种机械、

电器、仪表设备总值3 8 3万元，经过逐年改造更新、

维修配套，设备完好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为发挥

更大的经济效益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全局职212225人，

其中干部2 9人，全民职工7 0人，集体职工l 1 2A，

合同工1 4人。l 987年前，电站、铁合金厂设车间、

班(组)，行政管理和生产、经营，由管理局直接领

导。1988年，随着改革深化，推行承包责任制，实行

党政分开，政企分设，电站、铁合金厂、劳动服务公

司成为三个独立核算企业。管理局由直接领导变为间

接管理，调整了内部结构，协调了局、站、厂关系。
1 4年来，通过1 981年查经济效益、定生产任务、定

消耗定额、定规章制度、定安全指标、定人员机构的

“一查五定”，1 984年的企业整顿j 1986年的工业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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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在经营机制、技术素质，管理水平上都有了较大

提高。管理局所属电站1988、1989年连续两年被评为

省优秀电站。

龙下灌区枢纽工程，位于洙水上游、浣溪乡境内

的铁甲山下，是一项以灌溉为主，兼顾发电、通航的

综合性水利、电力工程。灌区设计灌溉lo个乡(镇、

场)l 6万亩农田。电站安装4台发电机组，总装机

容量1．26万千瓦。I 975年5月，成立“茶陵县龙下灌

区青年电站工程建设指挥部”，6月，调集全县2 1

个公社(镇)4000民工正式动工。1978年3月，枢纽

工程基本竣工，第一台机组安装结束，投入运行。
I 979年3月、I 980年5月，1 984年8月第2、3、4

台机组相继投产，i 979年8月并入湘中电网运行．

1981年6月，电站大坝斜面升船机投入运行．1977年

冬灌区动工，I980年停建，完成进水闸门和渠首2 5

米，渡槽三处l 55米，龙下、易口坠洞96I．6米。移

民安置I i 7户，改建库区淹没公路5．5公里。1 985

年，为充分利用自身的技术、设备优势，特别是丰水

期的电能优势，在电站附近兴建“荼陵县铁合金厂”，

近期设一座1800千瓦容量的铁合金冶炼电炉，年产硅

铁6 0 0吨，当年l 1月动工，1 986年8月投产。龙下

灌区工程的建设，尤其是电站的建成投产，是全县人

民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

硕果，是广大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人民群众群体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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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晶，它为后人提供了极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

龙下灌区枢纽工程竣工后，灌区因工程停建，未

能受益。电站、铁合金厂自投产以来，至1989年末，

共发电47948．8万度，产硅铁1 28 3．57吨，总产值

3236．04万元，销售收入2390．27万元。电站投产后，

调节补充了全县电能。l 978年前，工农业用电靠系统

电网计划分配，年仅供电1 61 2．92万度。因电力奇

缺，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1989年，全县用电量

9784．4万度，其中青年电站供电39I 3．7万度，占全县

总用电量的4 0％，为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提高城乡人

民物质文化生活，发挥了很大的效益。工业用电1989

年812 4．55万度，比1978年806．5万度，增加10倍；

全县电力动力设备，随着电力生产的发展大幅度增

长，1 980年为1899台、1．7 9万千瓦，1 989年增加到

3056台、3．41万千瓦，分别增加60．9％、90．5％。农

村通电1 980年为1 9个社(镇)、2 0 7个大队、2080

个生产队、5．25万户；1989年增加到2 3个乡(镇)
2 7 9个村、3150个组、8．24万户，分别增加2 l％、

34．8％、5 1．5％、57％，全县农村87．3％的农户实现

了点灯不用油。农田排灌1976年1 l 3台，351 2．6千

瓦，灌田6．1万亩；1 988年6 4 7台、9189千瓦，灌田
1 1．6万亩，分别增加4．71}，1．6倍、9 2％。

总之，电站投产l 2年来，随着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

不断健全，多种形式责任制的逐步完善，企业内在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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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强，各项经济指标持续、稳定增长，为实现

“安全、经济、满发、多供”开创了新局面。它的发

展己成为全县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的重要能源，也

必将进一步为社会主义建设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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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 9 7 5年

5月，成立茶陵县龙下灌区青年电站工程建设指

挥部，肖国坚任指挥长，张芙蓉任政委。

6月1日，指挥部在浣溪中学召开誓师大会，宣

读中共茶陵县委、县革命委员会向全县人民发出的动

员令。宣布各营部成立，并授旗。

7月，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派工程技术员蔡申

和等l 0人，到工地进行勘测、设计。省水利电力厅

副厅长傅声远、副总工程师上宫能、中共湘潭地委副

书记齐身旺等，到实地审定工程设计方案，及枢纽坝

型。

9月1 4日，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到工

地视察．

9月1 5日，第一期围堰清基动工，有1800名民

工、干部参加。

9月，成立中共茶陵县龙下灌区青年电站工程建

设指挥部委员会。肖国坚任书记，彭立德、谢茂双任

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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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月，共青团龙下灌区青年电站工程建设指挥

部委员会成立，段邦华任书记。

l 0月，中共茶陵县委书记王连福、副书记龙秋

生及县委常委到工地参加劳动7天。

l 1月l 6日，大坝第一次浇筑混凝土。

冬，湘潭地委副书记齐身旺，带领全地区各县管

农业的副书记和水利局长，到工地参观指导。

． 1 9 7 6年

1月3 1日(农历正月初一)，县委书记王连福

带领县委常委和人武部党委成员与工地干部、民工欢

度春节，并一起劳动。

2月1日，中共湘潭地委书记孔安民，到工地向

指战员拜年。

3月1 0日，成立茶陵县龙下灌区管理局，彭立

德兼任局长。

3月2 4日，山洪暴发，干部，民工奋力抢险，

涞江营民工雷朱来，为抢救国家财产光荣牺牲。

春，茶陵籍老红军原广西军区副政委李俭珠将

军，陪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井

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到工地视察。

5月1 3日，中央水电部生产司司长杨雪霖等1 2

人到工地检查指导工作。

§月2 9日，湖南省在茶陵县召开普及大寨县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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