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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人类赖以生存之源，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中华民族素有兴

修水利和与水灾、旱灾作斗争的优良传统。流传下诸如大禹治水和李冰

父子兴修水利之类的光辉业绩，也鼓舞着人们治水兴利，发展生产，为

繁荣经济，促进社会进步、兴国安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今，随着城

乡改革的深入，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水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更是与日俱增，水利已被人们视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办好

水利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一件大事。

永平县是一个多民族山区农业县，水利建设历史悠久，早在元代以

前就有屯垦，‘明初设有屯政管理机构；明代万历年间即有“浚东西濠为

河，改水分流城外"的治水之举。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水利建设以引

水灌溉为主，但因历史条件的局限和科学文化滞后，所建水利工程成效

甚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永平县委、县人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把水利建设列入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发动和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多

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筹集资金兴修水利，掀起一个又一个水利建设高

潮，揭开了永平县水利建设的新篇章。结合山区特点，因地制宜，突出

重点地发展了一批蓄、引、提水利工程。使全县有效灌溉面积从1952年

的4．5万亩增长到1995年的10．99万亩，水利化程度由1952年的

21．7％提高到1995年的48．95％。从而逐步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

条件，促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在喜逢盛世之际编修《永平

县水利志》，不仅在于彰扬文治，而且是为了鉴戒后人，从中吸取经验教

训，昭示后人，把治水兴利更好地继承下去。永平县水利建设虽然取得

了一定成果，但是，目前全县水利化程度还较低，干旱、洪涝等自然灾

害较为频繁，还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今后永平县的水利建设

还任重道远。

编纂本志，是以彰扬文治、昭示后人为宗旨，并力求用新思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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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新方法，从自然资源、建设、开发、管理与发展等方面客观地反

映永平县自然风貌和地区特色。本着略古详今，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

指导思想，较为系统地记述了永平县各个历史阶段的治水特点，揭示了

古今治水活动中的经验教训。该志能起到资政、教育、存史之作用，可

借以帮助广大干部、群众及水利水电工作者了解永平县情和提高专业知

识水平，对当代和未来的水利、水电、水产事业的发展，管理都将是有

益的借鉴。1

永平县人民政府县长：张树藩

一九九六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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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永平县居滇西大理州西缘，为古代西南丝路之要冲，是个多民族聚

居的山区农业县，具有四水两山附两坝之地貌。银江河由北向南纵贯县

城及中部五乡(镇)，主灌银江坝；倒流河自东往西逆穿西南两乡，承灌

杉》Et坝。境内年径流量10．08亿立方米，东界有顺濞河，西缘是澜沧江，

年过境水量327亿立方米，水利资源丰富，开发利用源远流长，水利早

为农事所依。苏屯的官沟、杉阳的小寨沟，老街的宝丰寺水塘等一类古

老水利工程建成久远，但旧无水利史志，难溯其源。 ；

．在政通人和毫物阜年丰之际，永平县水利电力局以彰扬文治、昭示

后人为己任。于1987年起指定人员，搜集资料，着手修志。只因人员调

动频繁，编纂人员多次更迭，并以业余修志为主，修志工作几经周转，岁

月九载，通过编写人员日以继夜，废寝忘食的查资料，阅档案，考史籍，

勘现场，访老人，问知情，广征博采，精心筛选，潜心编写，四易篇目，

三修志稿，终得此思想性j科学性、史料性为一体，以时为经，以事为

纬，求实存真，略古详今，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永平县水利志》。

本志客观地、全面地记述了永平县洪、旱灾害的基本规律，总结了

治水办电、抗旱防洪中的经验教训；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县

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因地制宜治水办电所取得的

突出成果，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大量事实，

讴歌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干部群众、科技人员意气风发、．艰苦创

业的光辉业绩。对治水有功和献身者，以事叙人，名录入志。是一部文

风朴实、资料翔实全面、有专业特色的地方志丛书。具有资政、教化、存

史的功能。可为广大文史爱好者和有关专业人员提供借鉴，为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永平县水利电力局局长：黄正忠

一九九六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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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永平县水利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

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记述永平县

水利、电力、水产事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上限一般起自民国元年，下限一般截至1995年，

特殊部类酌情上溯或下延。

三、本志按照《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和《江河水利志编写工作暂行规

定》的要求，遵循地方志体例，采取章、节、目三个主要层次编排，横分部类，纵

述史实，述、记、志、图、表、录、照片并用。全志设置概述、大事记、专章、附

录、编后记五大部分。专章部分设13章38节iii目，文字总容量约27．2万余字。

四、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力求语言简洁、准确、通畅。概述夹叙夹议，叙

议结合；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纵贯古今；各专章均用记述体，只写史实，不作评论。

五、本志人物记述，称谓一般直呼其名，不加褒贬之词。编排上按照事物发展

顺序，以生年为序，各类名录编排按类别以任职先后和批准确认时间为序。

六、本志记述中，地面高程，除另有注明外，均指黄海高程；人物、地名、行

政区划、单位称谓，按各历史时期称谓记述，特殊部类括注今名，首次出现时用全

称，再次出现时用简称，如“永平县人民政府’’，简称为“县政府”。

七、数字用法，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家单位于1987年联合公布的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标点符号用法，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等单位于1990年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使用。

八、计量单位，按照国务院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使

用。民国以前的计量单位和币制不作换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计量单位和币

制，一律按国家的统一规定记述。 ．

九、本志资料，民国及其以前部分，多来自历代史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资料多源于县档案馆和本局档案室，也有一部分为有关部门提供，还有少部分为调

查和采访资料。各类统计数据，主要由永平县统计局提供，地名和其他专用名词称

谓统一出于《永平县地名志》，且均不再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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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永平县位于东经99。177—99。567，北纬25。03’一25。457之间，地处滇西大理州西

部；南邻昌宁县，北靠云龙县，东和漾濞县山水相连，西与保山市一江之隔；东西

宽64．5公里，南北长77公里，土地面积2 884平方公里，总地势北高南低；西南有

杉阳坝，中部是(县城所在地)银江坝，昆畹公路由东向西横穿县境。‘境内群峰耸

翠，沟谷纵横，云岭山脉分东(云台山)、西(博南山)两支南伸，青神龙山、木莲

花山南北辉映，银江河由北向南贯穿全境，最高山峰(青神龙山)海拔2933．8米，

最低河谷(鱼坝平坦)海拔1120米，寒：温。热三带立体气候明显，具有“一山分

四季，隔里不同天"之气候特征。全县坝区、低海拔干热河谷区(海拔1700米以

下)土地面积为466．32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16．17％；半山区(海拔1700-'-'2000

米)土地面积有927．32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32．15％；山区(海拔2000,---2500

米)土地面积有1 329．13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46．09％；高寒山区(海拔2500米

．以上)土地面积有161．23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5．59％。‘
’

永平县历史悠久，早在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即立博南县，’属永昌

郡；唐初属匡州；南诏为胜乡郡地；宋大理国时属永昌府，曾设永平千户所；元至

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置永平县，至明、清两代均属永昌府；民国18年(1929

年)，永平县直属省辖；民国31年(1942年)设第十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于保山，永

平隶属；1949年12月中国共产党桂滇黔区党委决定，永平县由保山划归大理专区，

至今仍属大理白族自治州。1995年永平县置8乡1镇，72个村公所，1个街道办事

处，1 543个自然村，有汉、彝、回、白、苗、傈僳等20多个民族，总户数37 573户，

总人口165 344人，人口密度为57．33人／平方公里；有耕地面积224 505亩(其中：田

60 885亩，地163 620亩)，人均占有1．36亩。全县水资源总量10．08亿立方米，1995

年人均占有水量6 094立方米，每亩耕地占有水量4 488．孟方米；蕴藏水能13．96万千

瓦，1995年人均拥有0．84千瓦。在广阔土地上可种植粮、烟、林、蔬菜、水果、药

材；有煤、金、铜、铁、钻、锡、砷、汞、水晶、高岭土等矿藏资源；、有林地面积

11．53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40．5％；可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和工矿企业。

永平县属低纬高原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均气温15．8℃，年均活动积温

5 210℃，最高气温33．2℃(1963年6月30日)，最低气温一4．4℃(1969年1月22

日)；年霜期115天；年日照时数2 045．5,1、时；年太阳总辐射量为127 952卡／平方厘

米；年均风速1．7米／秒，多为西南风向；年降水量1 033毫米，一日最大降雨104．2

’毫米；年蒸发量1 679．6毫米，相对湿度75％。可谓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春暖干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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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凉湿润，降水集中，雨热同季。

降水主要靠孟加拉湾暖湿气流补给，俗有“彩云南现，紫气东来"之说。全县

多年平均年降水量为28．93亿立方米，主要集中在(5—10月)雨季，境内降水随海

拔升高而增加，并有东北多雨区和西南少雨区之分。全县多年平均径流量10．03亿

立方米，占年降水量的34．5％。其中地下径流2．99亿立方米，占年径流量的29．8％。

境内径流分布极不均匀，但一般随海拔的增高和降水量的增加而增加，北面的达木

山和南面的木莲花山最大达400余毫米径流。r

永平县位于青、藏、滇，缅“歹"字形构造体系的中部，境内古生代、中生代、

新生代地层均有分布，但多属红色中生代砂岩地层和主要有东北(龙街一大麦地)背

斜和西南(澜沧江趋向)断裂两大地质构造带。压扭性、张扭性断裂发育，褶皱厉

害，岩石破碎，地震裂度高，工程地质条件差，水文地质条件较好。

永平县内山峦叠嶂，群峰四起，高山峡谷相间，流域小、散，溪河甚多，主要

河流有四条，澜沧江环西南、顺濞河顺其东、银江河纵贯南北境、倒流河逆淌西南

部，大小河流均属澜沧江水系。银江河、倒流河是境内主要河流，灌溉着全县64．2％

的农田，哺育着永平县54．4％的人口。当地人民世代以河相伴，繁衍生息，同时也

常遭洪、涝之灾。

永平县自古以农耕为首。县内地广土沃，光热适宜，降水充沛，水利资源富足。

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兴

水利、除水害是古今之本。而洪、涝又是主要灾害之一。早在明洪武十年(1376

年)就有“永平大水，坏民居数百家’’之记载，明万历间的“水破城"，清光绪三十

年(1904年)的“水毁太平桥"，1985年7月28日的水淹县城等都是永平洪灾的典

型。洪灾之外，还有旱灾、风灾、冰雹灾、虫灾、地震等时有发生，70年代以来，倒

流河流域一带古滑坡体复活，泥石流、滑坡重现成灾。

永平县农耕源于商周，元代有屯垦，明初设屯政管理机构。水利工程早于元、明，

而发展于元、明。苏屯官沟，杉阳的小寨沟、仁寿官沟等即为元、明两代屯垦地区

引水工程；宝丰寺水塘是永平县蓄水工程首例，萌生于明；明万历间“浚东西濠为

河，改水分流城外，砌塞水洞为墙"之记载，是永平县历史上较大治水活动之一。但

由于历史的因素和技术条件滞后，水利事业发展缓慢，成效甚微，到民国35年(1946

年)永平县仅有闸、坝工程81件，沟渠430条，坝塘9件，可资灌溉面积7 214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水利事业，把抗旱、防

洪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全县各族人民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为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坚持不懈地进行水利建设，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1952年到1995年，全

县累计投入水利建设资金5 204．71万元(中央以工代赈资金267．2万元，省、州、县

三级投资3 256．13万元，乡、村及群众自筹1 681．38万元)，群众投工投劳3 161．11万

工日，完成工程量3 197．69万立方米。建成(修缮)引水沟渠644条，总长1 3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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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其中引水流量0．3立方米／秒以上的沟(渠)30余条。建成各类蓄水工程153

件，其中小(一)型水库2座，小(二)型水库6座，塘坝145个，总蓄水能力1 087

万立方米。建成提水工程5处，总装机104．5千瓦，其中电提站3座，机井2眼；修

筑水窖86个，水池7 105个；架设各类生产、生活引水管道1 779．76公里。1995年全

县水利工程总控制水量为4 60077立方米／年。与此同时，还建成河道堤防65公里，其

中永久性堤防22．02公里；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30．13平方公里，实施了部分谷坊、

拦沙坝和定向停淤坝等泥石流减灾治理工程项目，为永平县抗灾、防灾、减灾、改

善生产、生活条件和国民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县水利建设，根据国民经济各个时期的总体部署

和永平县实际，可概括为四个阶段三个高潮的发展过程。 。

第一阶段，50年代初到50年代末。50年代初期，广大干部、群众在毛泽东主

席关于“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教导指引下，水利工作以防灾抗灾、除害兴利为特

点，开展恢复民国时期失修的坝、塘、沟、渠和疏挖。整修河道活动。1950年永平

县成立了县级防洪委员会，各区设立了相应的防洪机构，当年7月完成了银江河老

街大桥上段500余米简易堤防的整修，促进了全县水利建设的发展。50年代中期，个

体农民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后，全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以蓄水为主，小

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水利方针，大力发展小型水利工程，实行谁受益谁负担

的原则，开沟筑坝，修塘建堤。50年代后期，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

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鼓舞下，开展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农业生产“大跃

进"运动，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以建设大碱塘、海子汪、玉皇阁、大龙潭、红翔、上

下小水井等水库工程为重点，全面兴建各公社塘坝蓄水工程的第一次群众性水利建

设高潮。采取边测量、边设计、边施工；土法上马，人力施工等方法大干水利建设。

水利事业得到了迅猛发展。1961年底，全县建有库塘951个，1公里以上渠道415条，

有效灌溉面积达6．41万亩。但是，由于经济、技术条件的限制，加上缺乏建设经验，

导致了水利建设摊子过大，战线过长，人力、物力、资金、技术跟不上，施工质量

差，设施不配套，造成部分工程出现病险，有的被弃置。

第二阶段为60年代初期到70年代中期。云南省委根据中央(1963年)提出的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总方针，制定了“蓄、引、提并举，大、中、小结合，

因地制宜多种多样’’，“大寨精神，小型为主，全面配套，狠抓管理，更好地为农业

生产服务"的水利方针。永平县水利建设在以续修、加固，配套完善50年代所建部

分工程的同时，对大碱塘、海子汪水库进行第一次扩建和首建了富足、石象鼻、瓦

金、狮子塘4座水轮泵站。到了70年代初，结合贯彻党中央提出的“以小型为主，

社队自办为主，配套挖潜为主”的水利方针，又一次掀起了水利建设高潮。首先，进

行了蜜蜂河、八亩塘、斗资基三座水库的兴建和上小水井水库的扩建及全县诸沟、渠、

塘、坝的修缮。到了1975年，全县共建成小(--)型水库1座，小(二)型水库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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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塘、坝200个，沟渠544条，灌溉面积达7．72万亩。其次，重点对银江河、倒

流河坝区段河道及其支流进行了规划、整治。仅1974年1月至4月，全县调集了8

个公社及县城机关、学校共6 050A．，组成4个民工团，投劳72万个工日，投资55．7

万元，补助粮食25万公斤，对银江河坝区段河道进行整治。经一冬、春的苦战，修

筑了各类堤防16 162米(混凝土堤4 958米，浆砌石堤5 127米，砂砾土堤6 077米)和

完成卓潘河改道984．7米。对保护银江坝区农田和城乡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了一

定的作用。然而，由于时逢(文革)特殊的历史时期，科学观念不够，“长官’’意志

突出，盲目开工，所建工程中部分有隐患或报废现象。

第三阶段是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是水利事业稳步发展的转折性阶段。在

总结长期以来水利电力建设取得的高速发展的经验和吸取了资源不清、盲目开发、开

工面广、施工期长、一平二调、土法施工、工程质量差的教训后，中央提出了“在

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要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当作一项伟大的社会主

义事业来办”的要求。永平县的水利建设按照省委制定的“以治水改土为中心，实

行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的方针，把单一的修沟筑坝转向了加强对已有工

程的挖潜、配套和管理，进行资源调查，制定发展规划等方面上。一是，结合农业

四化(Z-利、道路、机械、条田)建设标准，水田大搞条田化建设，旱地提倡大兴

喷灌事业。提出了“百队千池，万亩喷灌”的口号，并在厂街的杨柳树、北斗的湾

箐村等地进行喷灌试点建设，后因观念陈旧，设备不配套和管理不善而失效。二是，

随着人口的增长，社会的进步，人类对各类资源的索取不断增加，生态环境的不良

转化致使人畜饮水日趋困难，为此又把解决城乡人畜饮水困难列入水利建设的议事

日程。1976年至1987年，全县投资63．56万元，兴建农村人畜饮水工程84件，铺

设各类管道217．70公里，解决了6 935户4．45万人，1．99万头大牲畜的饮水困难。

三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底)后，全国水利会议提出“把水利工作的重

点转移到管理上来’’的方针。县水电局从抓基础工作入手，于1981年对全县1座小

(一)型水库和，6座小(二)型水库进行了“查安全、定标准，查效益、定措施，查

综合经营、定发展计划"的三查三定工作，基本查清了各库建库的遗留问题，落实

了管理责任制，促进了库、塘养鱼事业的发展；1983年，组织部分科技人员完成了

“永平县第一次水资源调查评价及水利化区划”工作，基本弄清了全县水资源的时、

空、质、量的分布规律，为永平县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1987年对

全县养殖水域和资源进行了调查，开展了“渔业区划’’，为发展渔业生产奠定了基础。

四是，抓现有水利工程配套和提水工程建设。完成海子汪水库混凝土引水渠1 176米，

输水东干渠中的(西边河、化窖、性华寺)3座倒虹吸工程；此外，在银江河中下游

建成柴油机提灌站5座，杉阳坝子打机井2眼。还对倒流河坝区段、银江河坝区段、

大碱塘水库等工程先后进行了测、设规划。

第四阶段属1988年至今，为水利事业高速发展时期。根据中央提出的“进一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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