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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解放前民国时期的藤县政府，从来没有兴办过一项农田水利设施。民国

36年(1947年)《藤县志稿》中称：“天久旱不雨，则旱象生焉，以言水利，

实未有也”。当时，农民种地主的田，至关重要的莫过于向地主如期交足租粮，

否则，一般夺田，甚者问罪。所以，日常修理水利的工作，乃农民份内之事。

至于工作量较大的水利工程，农民实在力不能及者，地主为了自身的利益，也

会投些材料，酌补些口粮，这毕竟是九牛一毛，微不足道。

1952年底，全县土地改革完成，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

空前高涨。为了及时引导、扶持农民发展生产，县人民政府组织群众在礼秀村

后兴建起藤县有史以来的第1座小(二)型水库——黄泥塘水库。此水库有效灌

溉面积虽仅百余亩，但事实证明，人民政府是为人民谋利益的。

在共产党领导下，农民组织起来了，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相继大发

展。为了改变望天求雨的状况，群众兴修水利的热情日益高涨。由利用农闲兴

修临时性的水利设施，发展成为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兴办水利的群众运

动。国家拨款补助，地方集资投入，群众献工献料，农田水利建设高潮迭起，

持久不衰。有立功者，有献身者，事迹可歌可泣。

解放前，全县有效灌溉面积约7万亩，占当年耕地面积的12．82％，解放

后，掀起几次大规模的水利建设高潮，到1965年，全县有效灌溉面积达到

26．51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57．27％；至1980年，全县有效灌溉面积达到

42．46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82．59％。在此基础上，推广一系列先进农业生

产技术，1990年全县稻谷平均亩产比建国前(1949年)增加3．8倍。

境内丘陵起伏，河流溪涧，交错纵横。在修建水库与陂坝的同时，注意电

力资源的开发。1952年秋，县城只有小型火电厂1处，当年发电量为1．14万

千瓦小时。1965年，全县水、火电站年发电量增加到138．31万千瓦小时，其

中水电占83％；1980年，发电量达到3 003．5万千瓦小时，其中水电占94％。

至1995年，水电发电量为12 474．74万千瓦小时，至此，全县98．67％的农户
1



用上电，人均用电200千瓦小时，达到全国农村水电初级电气化县标准。

时代在前进，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形势下，农田水利进入科学管理和应用

阶段。随着乡镇企业的崛起，群众家庭用电的广泛和多样化，电力需求量势必

大幅度增加。为人民造福的水利电力工作，又将肩负新的历史使命，取得更大

的成绩。

《藤县水利电力志》书成之际，读后喜甚，致数语为序。

赵唯理①

韦振林②

1998．8．10

①赵唯理，解放后藤县首任县长，藤县第1座水库——黄泥塘水库工程指挥长，电

力碾米厂建设的领导者。曾任梧州地委副书记、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国家林业部教育局局

长。现离休居住北京。

②韦振林，藤县农林水利科首任科长，藤县第1座水库——黄泥塘水库工程副指挥

长，电力碾米厂建设的领导者之一。现离休居住藤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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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本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系统地记述藤县水利电力建设的历史和现

状。

二、本志分类系事，设10章、35节，卷首设概述。文中配有图和表，后

有大事记及附录。叙事略古详今、重点记述解放后的水利电力建设。

三、记事上溯至宋代淳化二年(991年)，下限至1995年，部分内容延至

成书时止。历史纪年，1949年前，按朝代年号且注公元年份；1949年后，采

用公元纪年。

四、本志河流水位和中型水库采用珠江基面高程，其他一律为黄海基面高

程。应用的法定计量单位用中文书写，机械、电器型号用外文符号。

五、资料数据的使用，原则以水利统计年报表及县统计局的年报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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