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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左市江州区水利电力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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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 梁 明

成 员 赵旭志 向璇山 曾 云 黄坚壮黄军农

甘作强 黄维深黄国政黄进钊 石崇林

潘 浩

主编

副主编

编辑

赵旭志

向璇山

曾 云

编 辑 人 员

审核单位及人员

崇左市江州区水利局 梁 明 黄国政 梁广平 卢卓格

韦志超

崇左市江州区地方志编纂办公室 梁庆华 王彪明

崇左市水利电力局 蒙精艳卢永进高汉勇 项有仪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 刘仲桂黄卫平杨恒华赵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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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专。

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珍贵资源。

水利是关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也是

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事业。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水利建设和水利事

业对当前和长远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影响显著，作用

巨大。水利与社会、水利与经济、水利与环境关系密切，它们之间相

互作用。越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水利的基础保障作用就越突出。

崇左市江州区(原崇左县)地处亚热带，气温高，日照长，降雨集

中，蒸发量大，域内多山区丘陵，喀斯特区分布广，土质贫瘠，耕作层

浅薄，保水性能差，地表易于渗漏，因而水旱灾害频繁。历史经验告

诉我们，人类活动必须重视水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行政区域

内为崇善县及左县，1951年合并为崇左县(现崇左市江州区)，当时

水利工程只有少数的水塘和小引水坝，设施简陋，抗灾能力极其脆

弱。据《崇善县志》记载，“清代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崇善大旱，

人死甚多，新和乡那颜圩1400多人饿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始终把水利建设放在重要的地位，领导和组

织全县人民开展大规模的水利、电力建设，收效显著。1988年是继

1963年后崇左县较典型的干旱年，全年降雨量仅968毫米，较常年偏

少近3成。虽然缺乏抗旱措施的耕地严重减产甚至失收，但有灌溉

设施的农田非但没减产，反略增产。由此可见，水利工程是防汛抗旱

减灾的中坚，其减灾作用有目共睹o

《崇左县水利电力志》成书于1990年，其下限至1985年，少数内

容至1986年，后由于刊印时间推迟，对1986—1990年期间又编修出

简志。1986年以后，经过近20年的建设，水利事业已经取得长足的

发展，为续史延流，今又修续志。崇左市江州区水利电力局于2004



年3月成立《崇左市江州区水利电力志》第二届编纂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领导《崇左市江州区水利电力志》的编修工作。虽任务艰巨，时

间紧迫，然而经过全体编纂人员的精诚合作，三度春秋，纠谬补阙，去

粗存精，几易其稿，终遂夙愿。

在该志书的编纂过程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遵

循存真求实的原则，力求门类齐全、结构合理、层次分明、详略得体，

如实全面地记载崇左市江州区水利电力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尽力做

到反映时代特点，体现地方特色，努力提高志书质量，以使读者全面

了解崇左市江州区水利电力建设与管理的历史及现状，为管理者提

供决策依据，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但由于修志工程浩繁，且

资料不全，加之水平有限，难免挂一漏万，恳请读者不吝赐教，是为

翘望。

在编纂该志书过程中，得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及其史志编

辑室、崇左市水利电力局及其史志编辑室、崇左市江州区地方志编纂

办公室等诸多领导及专家的精心指导，得到为崇左市江州区水利电

力事业作出贡献的老前辈、老专家提供的史料和帮助，得到崇左市江

州区广大水利水电工作者的大力支持。在此，对为本志书的编纂工

作而付出艰辛劳动的所有单位和个人，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梁明，2003年9月一今任崇左市江州区水利局局长，党组书记。

梁 明+

2006年12月



凡 例

一、《崇左市江州区水利电力志》，是《崇左县水利电力志》(简称前志，下

同)的续志，前志成书于1990年，其下限是1985年。本志时间断限为，上限接前

志从1986年起，下限至2005年止，根据需要，部分内容适当上溯或下延，并对前

志有错、漏的地方进行纠正、补阙。江州区设立前以崇左县记叙，江州区设立后

则以江州区记叙。前志与本志的内容、数字如有出入，当以本志为准。

二、本志存真求实记载江州区水利电力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体例有述、记、

志、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体为主，叙事为横排竖写，横竖结合，以横为主。

三、本志篇目结构按章、节、目排列。志首设序言、凡例，志中分设概述、水

资源、水政水资源管理、水旱灾害、水利、电力、科技教育、组织机构等内容，共13

章，志末有大事纪略、附录和编后记。文前配插水系水利工程及电网地理位置

分布图、彩照等。文中配有各项表格。
‘

四、本志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按朝代年号记述，在括号内注

明公元年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简化字，大事纪略以编年体与纪事本末相结合。志中

资料来自崇左市江州区统计局、崇左市江州区档案馆以及本局的资料室、统计

室和相关科室、《崇左县志》，少数资料为口头采访和调查材料。

六、本志历史上的地名、行政机构及官职名等，均依当时的称谓。对人物直

书姓名，不加虚衔或褒贬之词。计量单位除面积仍采用亩外，其余均采用法定

单位，行文中的计量单位及表格一律用汉字单位名称。地面高程采用黄海基准

面高程，若有特殊情况予以说明。

七、本志遵循“生不立传”原则，不设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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