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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取事，上起唐贞元十五年(799年)，下至1990年，个别记事延至

1994年。本着详今略古原则，取事重点放在1949年11月28日容县解放以后。

二、本志正文共10章、43节。此外，还编写了《概述》、《大事记》、《附

录》。除《概述》纵贯各门类统领全志外，其他以章设节，节下有目，横排竖写，

以类系事，以事立题，逐层统属，配以必要的图、表和照片。

三、志中所述解放前后，均指1949年11月28日容县解放以前或以后。

四、《大事记》是根据所搜集到的容县所发生的有关水利、电力事业的大事，

按时间顺序，分条记述。水旱灾害则据档案资料选灾情严重的列入。

五、民国及其以前，按朝代年号记述，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份；容县解放

以后，一律以公元纪年。

六、县属行政区域与地域名称，屡有变更，本志在记述时，使用事件发生

时的政区名称。

七、计量均使用法定计量单位。

八、海拔高程均采用黄海基面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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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万亩，仅占全县水田面积的27％，而且抗旱能力很低。农业生产‘，主要靠降

雨，水旱灾害严重。民国35年(1946年)春旱，连续4个月无雨，因旱失收稻谷

约3 ooo万公斤。民国36年(1947年)6月1日起，连日暴雨，杨梅、六王一带

洪涝严重，淹田面积47 ooO亩，冲毁农田面积1 200亩。

1949年11月容县解放。党和政府把兴修水利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措

施，依靠群众和社会力量，大力兴建水利，并陆续建设了一批小水电站，使水

利和电力事业不断得到发展。

1951一1955年冬，在民主改革与互助合作运动中，就发动群众修复原有各

种水利设施，并兴建了一批小型山塘、陂坝。掀起了有史以来全县性的第一次

水利建设高潮。广大群众自己炸石头，自己烧石灰，采取互助互利、借工还工

的办法，建成小(一)型水库1座(龟河水库)、小(二)型水库8座、山塘195座、

引水陂坝55处，使严重旱区的农田得到了灌溉，扩大有效灌溉面积2．18万亩。

共投工503．7万工日，完成土方418．9万立方米、石方4．13万立方米，国家投

资29万元，农民自筹资金237．5万元(按折合新人民币计)。

1956年，全县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水利建设中的各种问题，诸如劳动力组

织、土地使用、村与村之间的用水、淹没搬迁安置等问题，都可以本着互助互

利的原则得到解决，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按照“全面规划，统筹安

排，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有计划、有重点地逐步开发水资源的指导

思想，根据容县地处山区，‘溪河密布，水源充足，耕地分散的特点，采取“小

型为主，以蓄为主，群众自办为主，蓄、引、提相结合”的水利建设方针，掀

起了第二次兴修水利的高潮。干部、群众总动员，乡乡社社有工程，县办的宁

冲、康塘、满垌、平梨等4座小(一)型水库全面开工。由县统一调配劳动力，把

任务分到区、乡，民工自带工具、口粮、行李，干军万马奔赴水利工地。县、区

主要领导亲自抓水利，农村主要劳动力，大部分上水利工地。1957年冬，日上

工兴修水利的劳动力达64 700人，占当时全县农业劳动力的37％。

1956～1962年，共建成小(一)型水库9座，小(二)型水库24座，山塘453

座，引水工程56处(其中引水流量o．5立方米每秒以上的3处)。有效灌溉面积

从1955年底的11．18万亩增加到20．95万亩。建成骨干电站(石头电站)1座，

社队办电站3座。投工928．16万工日，完成土方968．37万立方米、石方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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