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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领导小组合影



金石支渠获奖状



金石支渠进水闸

进水闸拱衬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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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星水库蓄水控制闸

玉皇观隧洞



黄家垭防渗段

曹家涵拱衬砌段



旯旮石倒虹管

易家庙分水闸



分水堰渡槽

右支渠聂家堰防渗段



右支渠春风水库防渗段

石垭子分水闸



金石支渠加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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缱廿六载，

金石名续创业绩。

引百水为民谋利，

灌市南西。

万亩农田保高①稳②，

双千亩产超有余。

正乘胜实现新未来，

创业绩．

7}<利事，

从来急；

除天旱，

人心齐。

为幸福未来，

不遗余力。

灌③渠④面貌日新异，

天灾水旱永绝迹。

要深入改革不停步，

胜往昔!

满 江 红
q ’

4。

‘’

徐举百

(1 99 0年8月1日)

注：①指高产 ⑦指稳产 @指灌区 @鞴霖懑防渗及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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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中区农机水电局修志办



序

。盛世修志，信史传世。：不仅是我国优秀的虏吏传统，也是管理单位

的。一项重要建设。是上慰祖先，下勉后代的二F秋大业。，‘ ‘：

： 金石衷渠∥是在党和政府狠抓农业命脉一一水私的建设。：’动工子j
1 959年“大跃进”时期，是采取边勘测、边设计、、边旋i建设起来的三边

工程。灌区干部和群众付出了一定的人力和物力。由于正值困难时期，

当时只注意了多快而忽视了质量，因此，至l 9 6 7年时，历时八年之久才

先后建成受益。

1 971年建立管理委员会之后，采取建管结合，管理委员会的全体职

工同样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支渠建成，是灌区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

在开创、续、扩建和整治以及用水中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也有使人

难忘的教训。

1 9 85年3月1 8日，市农机水电局以会代训修志人员后，领导与全体

职工相结合，组成编写组，落实了主编人员，草拟了志书纲目，查阅搜

集有关档案资料，了解口碑材料，并对建筑物进行了测量。按照存真求

实，去粗取精的原则编篡成书。

l 9 87年1 2月试写完成初稿，征求意见后，上报审查修改补充，于

1 99 o年7月定稿。

全书共分1 2章2 6节约5万字，记述了金石支渠的自然条件，建设与

管理和经济效益以及综合经营的发展等内容。具有资料性、科学性、思想

性相结合的特点。对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在工程建设上的成败得失，

水利提灌工程的经济效益，和灌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上，都是



有重大的现曼意义和湃远戢历史意义。数彳『：要感谢璃关领号承群玲笊编

修志书的支持，特别是编写志书的同志，他们在编写中忘我工作，不辞

辛劳。这劳动成果将成为指导我渠今后发展的最宝贵的精神粮食，起到

资政、存史、教化的三大作用。

编志是一项新的工作，古无先例，今无成规，在探索中试写．而成．

但志书的质量要求高，资料遗失而零散，时间紧迫。我们对修志工作缺

乏经验，编写水平不高，遗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诚恳希望读者，尤

其是水利战线主的同志，批评指正．

李大宽

1 987年7月



凡 例

一、本志坚持实事求是的记述金石支渠新建、续建和扩建以及病害

工程的整治等，有利保存史料，为今后水利建设作借鉴。

二、志书上限自1 959年建渠起，下限至l 985年底止(即六五计划结

束止)。

三、本渠有代表性的照片，灌区示意图，附在修志及管理人员照片

之后；其余建筑物图附在第二章工程沿革之岳。

四、本志按横排竖写，以年月先后次序编写。

五、志书的行政名称，一律按当时的名称为准。未改时按原来的名

称，改后则按改后名称。如现用改后的名称，用括号加注原名。

六、本志一律用语体文记述。标点符号以《新华字典》为准。简化汉

字以公布者为准。

七、志尾设有附录一章，有关布告、市政府文件，市水电工程管理

使用证，职工岗位责任制，计量用水的决议，人物简介，均列入此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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