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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在广西
——I 960年5月I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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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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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川县电力网络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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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灵川县地处广西东北，位于五岭山脉西部，毗邻。山水甲天下”

名城桂林。是一个地势高峻，雨量充沛，气候温和，植被良好，风

景宜人，物产丰富的地方。

灵川县境内河流纵横交错，主要干流有珠江流域的漓江和长江

流域的湘江上游海洋河。全县各级干、支流总长79 5．71公里，河

网密度O．35公里每平方公里。漓江发源于兴安县越城岭老山界，

贯穿灵川中部。两岸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是灵川县重

要粮食生产基地。

灵川县历史悠久。据历史资料记载，灵川县治的设置可追溯到

公元662年(唐·龙朔二年)，灵川1人民兴建水利的历史更早。据

建国后统计资料：1 950年前县境共建有陂堰车坝641条，竹筒车

79 3架、泉井386眼，山溪引水1 376条，水塘1 061个。但是

大多工程简陋，配套不全，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低。当时的水利

设施有效灌溉面积1 7．87万亩，早涝保收面积仅3．86万亩。每逢

干旱或洪涝之年，往往田野荒芜，颗粒无收，民不聊生，人民处于

极端贫困状况。

1 9 50年灵川县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政府的

关怀支持下，灵川县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因地制宜，掀起了

兴办水利工程的高潮。首先在1 9 50年修复了灵川最大的引水工程

——甘棠江工程。1 958年兴建了广西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之一

——青狮潭水库工程。灵川人民为青狮潭水库的兴建做出了巨大的

贡献，谱写了桂林地区水利事业的光辉篇章。青狮潭水库工程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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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给桂林地区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为灵川县大部分地区农

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可靠的水利基础。此后，灵川人民为了解决东

部干旱的问题，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又掀起了第二次大搞农田

基本建设的高潮，修建了一批骨干水利工程。虽然当时我国正处在

十年动乱岁月，不少项目由于种种原因停建，但是在小型水利工程

的建设、配套、管理方面仍做了大量基础工作，使全县绝大部分地

方初步形成了灌溉工程体系。至1 987年止，灵川I县人民为水利电

力建设共投入了5 740。31万工日，完成土方3 01 8．51万立方

米，石方39 3．9 5万立方米，混凝土1 8．68万立方米。完成了国家

投资9 438．96万元。共建成各类水利工程1 988处，其中蓄水工

程232座，总库容64 157。5万立方米；引水工程970处，引水

流量9．65立方米每秒；提水工程：电灌包括喷灌205处，装机

21 5台，计3 371千瓦；机灌506处，装机506台，计5 597千

瓦；水轮泵站75处，9 2台。使全县有效灌溉面积达到了2 6．02

万亩，占水田面积的86．1％；旱涝保收面积增到1 9。35万亩，占

水田面积的64％。由于水利工程的不断完善与配套，全县粮食产

量也由1 949年的0．402 6万吨上升到1 987年的1 2．66万吨，创

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随着灵川县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水

利工程的现状及水利电力事业的发展速度，已远远不能满足灵川县

“四化”建设的要求。从彻底改变灵川县东部干旱地区的面貌，实现

全县水利化、电气化的目标来衡量，仍相差甚远。今后的任务仍很

艰巨，有待于全县人民继续努力奋斗。

我在灵川县工作1 8年有余，大部分时间从事水利工作。今能

看到《灵川县水利志》出版，不胜高兴之至。阅读之后，倍感亲



切，甚觉资料详细，叙事全面翔实，是一部难得的、有价值的地方

水利科学综合文献。这部志书的编写成功，是灵川县水利电力局负

责编纂工作的全体职工几年辛勤而艰苦劳动的结晶。它将对今后灵

川I县水利电力事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张志明

1 990年7月
(注) 张志明原任过灵川县水电局副局长1985—1987年任灵川县县长，现任桂林

地区水电局副局长。
‘



凡 例

一、本志上限为公元662年，下限至1 987年，部分章节、

表格内容根据需要适当下延。

二、县境区域在历史上曾多次变动，本志取事一般以1 9 61年

划定的行政区域为限，在当时区域外的县域如有事相关，则予以注

明。
’。

三、本志正文共1 1章45节。此外还编写了《概述》和《大

事记》、《附录》。除《概述》纵贯各门类统领全志、《大事记》按

时间顺序记事外，其他则以类系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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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照片集中在前。

四、1 949年(民国38年)以前，按朝代年号纪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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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均按各时期历法。

五、本志凡简称“党”的均指中国共产党；凡称。党支部”、“党

委”、“区党委”的，均系指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凡称“政府”的即

指人民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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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6年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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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时未作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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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来源于自治区、地区、县、青狮

潭水库的档案资料，部分为调查材料和桂林岩溶研究所的资料。引

用的文献资料来源均在文字中作了说明。



概 述

灵,Itl地处广西东北部，东经1 1 0。07 7—1 1 0。47 7，北纬

25。04 7—2 5。48 7，属湿热多雨的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

沛，多年平均降雨量1 9 32．9毫米，但空间分布与时间分配不匀。

据县城站20多年统计：4—7月降雨量占全年的60％，常出现暴

雨，造成水灾；8—1 0月降雨量占全年的1 8％，1 1月至次年3月

降雨量占全年的2 2％，因此往往先涝后旱，旱涝交错，秋旱频

繁。

境内有珠江和长江两大水系。

珠江水系以漓江为主干。漓江自兴安县的溶江流入灵川的三街

镇，到大面圩流进桂林市境，再经灵川的大圩镇，而后流入阳朔

县。漓江自北向南穿过县境，县内长度45公里，三街镇军营村水

文站实测多年平均流量为68．8立方米每秒。主干的支流呈树枝状

分布于两侧。集雨面积在80平方公里以上的一级支流，左侧有淦

江、黄沙河、涧沙河、潮田河、四源河、黄泥江6条；右侧有小

溶江、甘棠江、桃花江3条。

湘江水系主要是湘江上游干流海洋河，县内长度1 1．2 1公

里，多年平均流量2．7立方米每秒。

两大水系的各级支流总长79 5．71公里，河网密度O．35公里

每平方公里。

灵川水资源极为丰富，多年平均地表径流量28．85亿立方

米，20年一遇的大旱年还有1 7．5亿立方米；地下水蕴藏量，已探

明的有3．2 3亿立方米；漓江过境水量多年平均21．7亿立方米。



水能理论蕴藏量1 5．9 9 1万千瓦，可开发量4．4481万千瓦，已开

发量1．567 9 2万千瓦。

据《灵川县志》卷二载：建国前县内主要水利设施有北堰、南

堰，截潞江水，灌田1 000余亩。民国28年(1 9 39年)广西省政

府修建甘棠江引水工程，至民国36年(1 947年)5月30日初步建

成通水。但到1 949年时已破损不能灌溉。据建国初期调查：县内

有车坝641处、竹筒水车7 9 3架、山溪引水1 376条、水塘

1 061个、井泉386处、龙骨车1 1 397架、戽斗1 1 540个。总

库容1 0万立方米以上的蓄水工程则一无所有。有效灌溉面积只有

1 7．87万亩，其中旱涝保收面积仅3．86万亩。由于水利设施简

陋，种田季节村与村为了争水有时甚至发生械斗。有的大旱年，粮

食颗粒无收，人民只能靠吃树叶，啃树皮、树根活命；有的年份则

暴雨倾泻，洪水泛滥，大水多次入城(过去县治，今三街镇)。水旱

灾害给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威胁。

建国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农村中实行了土地改革，群众生产

积极性高涨。为了发展生产，防御水旱灾害，党和人民政府把领导

农民自力更生兴修水利，做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提到议事日程

上。

1 9 50年5月，桂林专署组织修复了甘棠江引水工程，恢复灌

溉面积4 500亩。接着以“当年受益，群众自办为主”的精神，进

行堤坝加固，扩深水塘，开沟引泉，建竹筒水车，广泛的群众性的

水利建设热潮开始兴起。

1 9 53—1 9 58年初，贯彻“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

民办公助”原则，建成金陵水库等1 0座中小型水库(金陵水库现属

临桂县管理)，使蓄水工程有效库容达到2 067万立方米；建成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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