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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编写水利专业志，既是’

继承传统．、又是一项新的工作．巍山水利部门在摸索，探讨中编

写了这部专志。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历史跨度较长的巍山水利建设．．
史．其难度是较大的． 。 ；’ 一i：j ，·

．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水利志》(以下简称《水利志》)在人

员少．又没有修志经验．资料残缺不全的情况下．经过四年的艰4

苦努力而完稿．这是巍山水利事业上的一件大事．《水利志》在

编写过程中．经过从事水利工作多年的州．县有关同志参加志稿

评审．提出了宝贵的指导性修改意见．4使志书得到进一步完善和

提高．本志经四改编目，’三修志稿。两次评审．最后审定付印．

志书本着。详今略古，求实存真．立足当代。服务将来’的原则。

基本上写出了巍山。山多坝少，河多水少。。因地制宜．开发水利

资源，兴修水利，抗旱防洪与治冰办电的特点．是一部思想性、
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新水利志．《巍山县水利志》

的出版发行．将为巍山县的水利、电力事业建设保存和提供资

料，为将来的水利电力建设提供借鉴；并有助于我们研究总结巍

山的水利工作。．把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变成大家共同的智慧和财

富，更好地改进与加强今后的水利工作．尤其是改革、开放继续

深入的今天．认真反思我们过去走过的道路。巩固，扩大成果，，

继续发扬成绩，针对过去走过的弯路和工作中的教训。提出改革．

的意见和措施，是十分必要而有益的．。一 ．

。，

‘

二 巍山山势磅礴，箐河深切，雨水不丰．又分布不匀．春旱及

春连夏旱严重．县境内虽有两江过流。水量丰富．特别是黑惠江

终年滔滔，但水低田高．难以利用．形成。水从江中流，苗在岸
·

’．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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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枯。的历史情景．建国后．全县各族劳动人民为了战胜干旱，

努力开沟引水．修筑塘堰。解决农田灌溉用水．掀起了一个又一
个兴修水利的热潮．巍山的水利建设在中共巍山县委．县人民政

府的直接领导指挥下经历了几个阶段：即50年代初期，在整

修．兴建小型塘堰的同时，开僻了联合渠、’东大沟等引洪灌溉渠

。及小型沟道．50年代末．’大兴水库。发展蓄水灌溉工程．先后

动工建设五茂林、锁水阎、黄栎嘴三个小(一)型水库和福庆中

型水库；再是远征下关引洱入巍隧道工程也相继兴建．巍山的．

中．小(一)型水库工程设施就是在这时兴起的，其规模之大：
动员劳力之众多．群众兴修水利积极性之高，是历史上所设有

的：60年代中期。由于受。文化大革命’运动影响．”水利工程进

度有所减缓，有的中断．从70年代开始．．巍山县的水利电力建

设事业又逐步兴起j在坚持。以蓄为主．1小型为主和群众自办为

主。的水利建设方针指导下．走向狠抓续修配套．。加强经营管

理、‘讲究经济效益。的新阶段，‘|全县掀起以福庆中型水库为重点

的续修配套高潮，．促进了全县水利工程的完善配套和效益的提

高．可是巍山受雨季偏晚．雨水偏少和水利设施的制约。加之．

．由于森林砍伐过多，生态环境遭破坏．水土流失严重而旱情增

重．’因此，今后的水利建设任务还很繁重艰巨，我们要充分利用

现有水资源。采取各种水利工程措施。兴利除弊，重视小流域治

理．不断增加农田灌溉面积。’增强抗御水旱灾害的能力．使水利

建设为工。农业生产以及为城乡人民生活用水提供资源，为国民

。经济建设服务，为全社会服务．．- ．

-一’· 、 。

，o总之，《巍山县水利志》的问世。是巍山县水利工作上的巨

～，大贡献。为今后水利建设提供了借鉴，+也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

．财富．但由于缺乏修志经验．加上资料失散不齐，书中缺点与错‘．‘

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专家学者、。”水电战线上的领导和同志

—陆—皴赐教和批评指正．使之更为完善．-· ’

4·，、 ：，_’．： t·- 1991年5月2日o。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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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编纂工作在中共巍山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大理州水’

电局的直接领导下j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精神为指导思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工

作作风．以水利工程建设为重点j本着。详今略古．求实存真，

立足当代．服务将来。的原则进行编写．为巍山县水利、电力建．

设事业服务．为部门存史，资治．教化服务．
‘

．

二．本志上限民国元年．下限1988年．为了解历史和反映．

事物的全貌。有些水利资料适当上溯到明、清时期．

．三．志书以类系事．以事立章．采用章、节编目．文体以

述、记．志为主．图表附于其中．大事记和其它记事采用编年体

的方法进行编写． -。”
．

四。资料来源．1949年以前的资料从历代志书和省，州、

县档案馆档案中摘取．以后的资料主要是从县档案馆和省。州、

县水利(厅)局资料室的档案中索取．以及从民间口碑等调查材

料中获取． ．

五、本志中的各种数据。除数量词及专用名字用汉字数字书

写外．各种数据一律用阿拉伯字书写．
‘

．

{六、本志地面高程采用海防高程，记量采用公斤．面积为市，

亩．在应用万．亿、百分比倍数为单位时，小数点后保留两位

数． ．
·

、
．

。

一七，使用明．清，民国时的历史纪年，按国家有关规定处

理．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号。省略公元二字．

’-八，本志使用的县内地名。以1984年地名普查统一的称谓

为准．
。

一
．

九、本志中凡称党和政府的，系指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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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志书中所提到的中小型水库工程规模的划分是：蓄水在

l 000万立方来以上的为中型。蓄水在100万立方米以上的为小
(一)型．蓄水在lO万立方米以上的为小(二)型．蓄水在10

万立方米以下的为小型． ．，，．．。，。 ．j：；，，：?：
⋯

，

·

一 十一。志书在使用巍山县名时省去。彝族回族自治’六字．。简

称巍山县．．，．

4十二、本志编纂．

负责．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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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 ’：，。． 1523--1988年； ‘”．‘

·

。．|． ，．． ～ 。．

一
：j． 、

明嘉靖二年(1523年)六月。无云而雨，大水自五道河涌

出．有大木浮于上．不知何来，冲没田庐．(《蒙化府志》)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大旱。人多饥死．(《蒙化府

志》)
’

j ．： 。。 i、 一二·．j j7．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大水i淹没田庐．(《蒙化府

志》) ‘。。
一 i

’
’’

。‘．明天启三年(1623年)，南山后雷雨交作，大雨如注，须臾

水泛南涧涌百尺。庐舍倾圮，溺死男妇千余，牲畜无数．(《云南
一 。

通志》) ·一
．

。

清顺治九年(1652年)六月初七日，地大震⋯⋯夜复大雷

雨，‘平地水溢．民舍尽塌．压死三千余人；地裂涌黑水。鳅鳝结
‘

聚，不知何来．(《蒙化志稿》) ，
．．

。‘*

清顺治十一年(1652年)六月。大雨七十余日，川原如

泽．禾苗尽损。永春，封N--桥具皆崩圮．(《蒙化府志》)．
’

一 清康熙四年(1665年)。大旱．(《蒙化志稿》)
‘

：‘

_’ 清康熙九年(1670年)三月，．黄雾迷天。+，日不见形三日。
’

夏秋大旱无秋．(《蒙化府志》)‘ 一。 ．：。．

．。清康熙十年(1671年)，大旱无秋．(《蒙化志稿》)‘：，
’

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河水大泛，西河壅积。冲没田

十余顷．南涧大水．(《蒙化志稿》)
’

．n

．一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水磨坪、芭蕉冲二水。古制蒙

化、赵州、’云南县三属分用灌溉。设立三坝．上中坝属大理，下

坝属蒙化，赵州刁民云天瑞等忿争，邻郡建议欲专其利，同知蒋
‘

一l一



旭据理为民力请．七次通详．始立碑，按日分定．(《蒙化志

赫) ’

’

清乾隆十一年(1747年)，旱．(《蒙化志稿》)⋯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开渠引阳江水，灌溉犁头大小

村，月牙山．阿朵村，佛堂村。神场村至瓦村约十余里，数百亩’

农田．(《蒙化志稿》)‘ ++．
，

‘ t

青嘉庆四年(1799年)七月，公郎大水。山崩。田庐淹

没，死者百余人．(。《蒙化志稿》) ‘_ ，j
·

，’

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二月。大雨雹。豆麦尽损．(《蒙

化志稿》) ：1
。 ：， -：+

’

一-．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秋，连月下雨。大雾三月。有

冰，田禾尽坏，冬大饥，民食观音土，厩者数百人．(《蒙化志
稿》) 。 ， ，，

．1 ：

清咸丰六年(1856年)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四尺．夏

洪，盟石河大水。毁庙街民居．(《蒙化志稿》) ．：-一：：． ，

． 清同治九年．(1870年)。大旱，、民大饥，斗米万钱。民多饿

死．(《蒙化志稿》) 。

，

t t，，_’ 一、 ．。：

。 清光绪元年(1875年)冬，大雪．(《蒙化志稿》)⋯。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洪灾。锦溪河大水。毁其桥．

(《蒙化志稿》)? 、，，
．

。‘¨．．，一，二，
·+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六月十一日至二十五六日。。连日

阴雨，西河水陡涨。张家营、张保等二十余村田禾被水淹没．
“

惰光绪十八年(1892年)，洪灾，公郎街大水。民居尽没．

润六月大雷雨，降雨如注。河水猛涨，冲没田禾、民房，淹死男

妇幼妹十五丁． 一
：．。

’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洪．白川等村被水淹没．，
，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八月初四至十三日，接连大

雨．水溢堤坝．田亩被水淹．’： 。

、

，；．’ 一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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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劫)：． 一：：一’
，t

’， 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

始晴．
．

o民国5年(1916年)，大旱．

十月。大淫雨经旬．(《蒙化志

f．

。 j，：．：
。 。、

大淫雨，自七月杪至八月杪，

‘·民国7年(1918年)，秋涝． ．t

，， ．。 ．

’⋯民国16年(1927年)，大水。一 。：二一i ：一 ．

，民国20年(1931年)，夏旱．j‘。，”：。 7．。 。，’’ ■

民国26年(1937年)5月19日)五印大水，鼠街河两岸田

地被冲毁l 484亩．(省档案馆资料)、 +。．，：’二。．：∥’

．一民国27年(1938年)。干旱．当时的地方政府提出。振兴蒙
化水利’的口号．县长率民筑堰七个，以资蓄水灌溉．(省档案馆

资料)、一 ·：
，。 ， 、。，：： j． ，，。， ．

。民国33年(1944年)。干旱．又将开发漾濞江和西河改道

的计划已报省建设厅协办．即漾濞江之水只隔一山，可望开凿引

用，亦有兴修之经济价值．再则西河河身太低。不能利用其水灌

溉，宜将河身改向东面高地流过，则全县坝子之田。可以完全得

以受益．(省档案馆资料)． T． !’， 。f√’．

．民国34年(1945年)．3月，由建设科邀请牵头，成豆了。水

利工程委员会。机构。推定地方绅耆充任委员，职掌一切水利工’

程监修事宜．(省档案馆资料)’： 。‘j，、∥。，，∞‘+．
。 1950年1月10日，宣布蒙化县人民政府成立和全县解放．

同时在政府内设建设科。主管农田水利及交通道路等建设．

，1952年．举办小型水利训练班．由省农业厅水利局的同志

到会指导工作。_。、‘ ．： ，!
t一

．， 、：，一 ；，

。，、1953年，成立蒙化县水利工作队，当时有三名水工技术人

员．
。

1954年3月23日．成立蒙化县防旱抗旱委员会．以后改为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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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旱防洪指挥部，成为县的临时常设机构，指挥长由县委书记或

县长、副县长担任．副指挥长由主管局局长担任．委员由县委和．

政府有关的部、委、办局负责人组成。下设办公室专管此项工．·

作．
． ．

一。。

1954年．在县委机关内设立水利办公室。。专管全县农田水

利建设．
‘

=．
’‘

‘1954年，开工首建联合渠，渠长16公里，过流量O．5立方

米／每秒．渠首由甸中乡团山起．经庙街地区。直到巍宝区鸡碧

乡大小后厂一带．控制灌溉面积6 000余亩，后因失修而弃之．

1955年3月20日．开工新建东大沟．于同年6月30日竣

工．全长23公里．过流量0．5立方米／每秒．横穿坝子4个

区，灌溉良田13 000余亩．后经扩建延伸，成为福庆水库西水

东调的输水主干渠．过流量增至4、3、2、1立方米／每秒．“‘

?1956年5月．开工兴建永胜大沟。全渠长18公里。控制灌

溉面积17 000多亩．后来又分别接为五茂林水库、锁水阁水库

的输水主干渠．
‘

，‘ i．“ ：。：·⋯ ：，

‘

：1957年7月20、日至8月20日，+大雨洪涝．西河上游曾先

后两次决堤，冲淹田地了、019亩． ’一，，‘j 。。～

’1957年11月21日，开工兴建五茂林上台水库。坝高21．6

。米．’库总容量131万立方米．继基本完成本库工程的同时。于

1959年1月2日，又建下台水库．·同年12月竣工．坝高20

米．总库容136万立方米．’上下两台水库有效灌溉面积5 100

‘亩． _‘． ’，，’。，。．，t一
⋯。

■
‘

j 1957年12月5日．’开工兴建锁水阁水库，于1982年全面

竣工．坝高44米。总库容730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9 600

亩，工期历时25年．共用工日215万个。国家共投资币250万

元．
。1

’

、1957年冬，开工兴建小(一)型白乃水库，因地质问题，

·一4，一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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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1958年春停建报废．

⋯‘1958年9月，开工兴建引洱入巍隧洞工程，隧洞全长4 428

米。设计过流8立方米／每秒，历时三年．共投工日37．5万‘

个．拨补助粮47．2万公斤。投资50．9万元，已开工挖掘进尺

604米．后来因多种原因，于1961年停建． ，，‘

1958年12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授予巍山县农业社会主义

建设先进单位称号，授奖状一张．一 ． o
’

1959年6月，建立巍山县火力发电厂。专供城市生活照明

和农副产品加工用电． ．
．· ．；

。

1959年11月．开工兴建福庆水库，12月17日云南省农业

厅水利局许谋副厅长向本工程赠送锦旗一面。表示鼓励．

1960年，大旱．全年降雨量仅470．9毫米。占平年雨量的

50％，连续8个月总降雨100毫米．7月末，雨季开始．‘大小春

收成大减．． 、·、| ：
．

．

．

’

．

．1960年秋。福庆水库栏洪蓄水7米深时，出现下游坝坡有

两处冒水带砂．迫使水库中途停工修建． ”

一

一．

。 1963年。云南省水利局派省水利地质勘探一队．对巍山福

庆水库大坝再次进行地质勘探工作．然后由大理州、巍山县两级．

水工队根据省地质队提供的资料，将福庆水库原设计坝高35米

改为27．5米、总库容3 100万立方米改为l 780万立方米．

1963年I 1月．云南省水利局对福庆水库下达。主坝必须重

做截墙”的指示后．又开始上马，全面开工续建一 ⋯’

1964年．在永建i大仓、庙街、巍宝四个区建立了水利管

理站(1979年撤销，归并水库管理所)． 。。 ． ．，．=

．1966年，福庆水库输水东干渠按4～3～2～1立方米／每秒

的流量建成通水，全长32公里。西干渠长9公里．锁水阁水库

输水渠(I-沟)长18公里，也同时竣工．
+

]⋯

．1966年，锁水阁，福庆、五茂林三个水库建立水库管理

一5一



所．

⋯1966年8月19日至23日．连降大雨380毫米。五茂林水

库水位猛涨，在洪水漫坝，即将冲堤。冲村的危险时刻，县委组

织党、政。军．民上千人进行防洪抢险，解除了危险． 、

1968年，在巍山县营盘大队山嘴子西河边，建成第一座机

械抽水站． -。

‘：

’1969年秋，投资85万元，开工架设下关至巍山35千伏输

电线路，全长30．5公里．于1971年5月20日竣工通电．

1969年．春连夏旱。从1968年11月至1969年6月少雨干

旱，连续无降雨时问长达77天．
‘’ ’

1970年。成立巍山县农林牧革命委员会．统管农、林、

牧．水四项工作．。．
7

。 ⋯
。

1971年初．根据巍山坝区农业生产发展用水的需要，大理

州水工队将福庆水库设计改为坝高32米．总库容2 557万立方

米，坝型由均质土坝改为壤土斜墙风化料坝，并报经省水利局同

意，进行续修扩建． ，

⋯ 二
⋯

!
。

1972年。福庆水库引水渠渠首拦河大闸和三个渡槽建成通

水。渠长10．3公里，过水流量8立方米／每秒．渠首建有拦河

闸门9孔。全长84米．高7．4米，闸门均用螺杆式咆动启闭．。

1973年3月。将磨房箐水库纳入福庆水库。作为转蓄配套

工程修建．：_·∥一7_一 ，

～ 。

1974年10月，由大理州水利局牵头。组成大理州巍山西河

流域水利规划队，对巍山西河流域进行普查规划．历时3年．全

面完成了规划任务．
’

‘：、 。，

、

1975年冬．在永建公社永和大队张保村建成巍山县第一口

机井，井深7米。．出水量每小时140立方米．为巍山坝区开发地

下水提供了借鉴．
’ ：一 一j ．

’

一+ 1976年9月．t永建、大仓地区大雨，倒塌房屋8问，压死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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