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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好领导一一李林枝

辛清碧

1950 年，李林枝同志任中共遂宁地委书记，到 1958 年遂宁地

区与绵阳地区合并，林枝同志任中共绵阳地委第一书记。 我在他

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有 16 年，深感他是一位值得敬佩的领导人。

这 16 年，我主要在遂宁县工作。 遂宁县是遂宁地委的所在

地。 林枝同志指导全区工作，往往在遂宁试点，取得经验，又首先

在遂宁全面推开。 可以说， 遂宁县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建设，灌注了



林枝同志的大量心血和汗水。 遂宁人民永远忘不了他。

从大平塘到机电提j在

遂宁地区地处丘陵，是有名的干旱农业区。林枝同志常说:

"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水，的确是农业生产的命脉。

解决丘陵地区水的问题，林枝同志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第一件大

事来抓。 他首先在遂宁县调查研究，探索丘陵区水利建设的方向 。

遂宁县是一个典型的丘陵区，冬水田和旱坡地各占一半，全部

靠天吃饭 。 林枝同志走遍了遂宁的山山水水，发现这里平塘不少，

但塘底都很浅，装不了水。人称"盘子塘

亮。 他告诉我{打们门1. 应充分和利l用现有平平.搪，把它深挖扩大，挖一方土

蓄一方水，建成大平塘。他说建大塘，旧社会没法，今天我们有

办法，人力可以组织，扩塘'占农民地可以用土改时留的公有地调

整。"于是 . 1953 年春，他亲自规划 ， 参加劳动，带领机关干部在岚

哑寺修建了一口 8 亩大 5 米深的示范大平塘，农民叫它社会主义

大塘J 由'此带动全县一个冬春兴建起 60 口社会主义大塘。

社会主义大塘保证了一片稻田用水。 但是这种塘，要深挖一

方土，才蓄一方水，灌田还得人工提水，费工很大，蓄水量也有限。

有无新出路呢?一天，林枝同志得到信息 : 四川省水利厅正在准备

搞山湾塘试点。 他心中一亮:就山湾筑坝修塘，积雨面积大，蓄水

多，占地少，费工少，放水灌田，真是费省效宏。他积极争取省水利

厅到遂宁试点。 1954 年 4 月，水利厅副厅长金鉴带领工程技术人

员到遂宁，选址在西眉乡张家湾、王家垄两处建起两口山湾塘，效

果十分显著。 当年 6 月，遂宁县水利技术干部、区生产助理员和重

点乡乡长参加了省水利厅在西眉区召开的现场会，以会代训。 林

枝同志到会讲了话。他要求各个区做好规划，今冬明春都兴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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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山湾塘。 遂宁县区乡全面开花.到 1957 年共兴修山湾塘 1287

口，增加蓄水量 1 干多万立方米。

山湾塘刚铺开兴建，林枝同志又在思索:如何增大山湾塘蓄水

量，进一步扩大灌田面积。 这时，传来北方建水库的消息，他不禁

联想到:山湾塘能否延伸、扩大，修成水库?也在这时，省水利厅想

在遂宁摘水库试点 。 他得知这一喜讯，积极支持。 1954 年冬，水

利厅派出工程师王茂煌带着工程技术人员来到遂宁，经过勘察，决

定在永盛乡郑家湾修建水库。 1955 年 1 月开工，到 4 月就完工

了 。 这座水库蓄水 19 万立方米，可灌田 1500 多亩。 这是全省第

一座水库。 水库施工中，林枝同志两次到工地查看。 他说:这是干

秋大业，每个区都应选好点兴建-座水库。

1956 年 5 月 ，林枝同志检查遂宁水利建设，我汇报到"河沙乡

建有一座梓撞庙水库，听说占地少，蓄水量多，灌田面帜大" 。 他一

听很感兴趣，要去看。 我说河沙乡不通公路，乡上到水库还有

20 多里。"他说走路去。 第二天早饭后，小车把我们送到联盟乡八

村，我们走路，快到中午才到水库地点。一看，果然不错:水库积雨

面积大，仅占耕地 20 多亩，蓄水达 50 多万立方米，可灌田 5000 多

亩 。 一般水库占一亩耕地蓄水 l 万立方米，这里高出一倍多。 林

枝同志看了非常高兴象这样效益高的水库，真是为千秋万代子

孙造福。 各个区首先要选这样条件好的地方多建水库，并且建更

大的水库。 "下午，我们走了 20 多里，已是八点多钟到了河沙乡，第

二天又步行 20 多里到联盟坐车回城。 一路上，他看了秧苗的生长

情况，说有了水的保证，还要考虑槽沟田的改造。 "

我们研究了改造槽沟田，进一步部署了水库建设。 到 1958

年，全县兴修水库 8 座，蓄水 3 千多万立方米。

活江横贯遂宁 。 如何利用洁江水为工农业生产服务，林枝同

志一直挂在心上。 他沿江考察，和县里领导同志与水电技术人员

商量，提出在原南北堪的基础上，开更大更长的渠道引水，加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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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修建一座大的水电站。 1958 年，经地委反复研究，决定修渠 27

公里，兴建装机 6580 干瓦的龙凤水力发电站。 当时，这是全国最

大的引流发电站 o 3 月，水电部领导李再华、钱正英等陪同苏联专

家来遂宁考察，林枝同志介绍了情况，他们一致肯定在洁江兴修无

坝引水发电站，是当前地方人力物力财力能够办到的事，正式列入

了全国民办公助的计划。 10 月，这个工程便正式开工。 林枝同志

多次到工地，他走完 27 公里渠道，一处一处检查工程质量，看望fr辈

渠的机关干部、城市居民和社队民工。 到 1959 年 7 月，电站峻工

发电。 1960 年 i 月，中央玉维舟、熊克武、邵力子、卢汉视察了龙

凤电站。 2 月 1，中央在遂宁召开了全国农村水电水利经验交流会。

遂宁县在会上介绍了经验。

龙凤电站建成后，林枝同志便提出利用电力提水灌田，实行

"提蓄结合 o 1961 年，他叫我们先搞低扬程电力提灌站，并帮助

我们争取到省农机厅的资助，当年在三家乡就建起 35 干伏安变电

站，沿琼江建起 50 个电力提灌站，保灌了三家、安居两个区 4 万多

亩水田 O

有了建低扬程电灌站的经验， 1962 年，林枝同志又支恃建立

提洁江水的高扬程电力提灌站。 我们便在吴家湾建起了引洁江水

0.32 立方米/秒，总扬程 95 米的三级提水电灌站，保灌了上宁、西

宁两乡的农田 6000 多亩;在龙凤前池建立起引活江水1. 12 立方

米/秒，总扬程 130.55 米的五级提水电灌站，保灌了龙凤、保升、老

池、富乐、西眉、和赤.玉丰、聚贤、长宁、常乐等十个乡的 45000 多

亩农田。

从大平塘 、山湾塘、水库到机电提灌，遂宁县形成了一个"提蓄

结合大力发展机电提灌的水利建设高潮。 到 1963 年，全县兴建

电灌站 100 多处，控灌农田 12 万多亩。

遂宁的水利建设，引起中央和省委领导同志的重视。 中央领

导谭震林、王维舟，省委书记李井泉，都来遂宁视察，给予了充分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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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人民日报〉总编吴冷西也来遂宁考察过。〈人民日报〉 、 〈四川

日报〉都集~F.l作了报道，大大鼓舞了遂宁人民。 回想起这段历程和

建设成就，无不漫透着林枝同志的心血!

改士与绿化

地处丘陵的遂宁，土大部分是坡土，水土流失严重。 地是石骨

子分化地，土层薄，地很瘦。 过去传说:安岳田，乐至土，遂宁是个

石骨骨。 林枝同志说:农业要翻身，一气要抓水，二就要抓土。

1955 年秋，林枝同志组织地县委工作组在上宁乡进行了坡土

改梯土、薄土改厚土、砂土改壤土、改造水系和绿化荒山为内容的

改土试点。

一一在龙神庙、山王庙、何家湾改坡土为梯土、薄土改厚土。

坡土平台连片，去高处，填低处，砌土埂;挖排水沟、沉沙由，打蓄水

池;土埂种草，山顶植树;石骨子地深翻，让它风化，变成厚土，有条

件的地方面上田泥，把石骨砂土改为壤土。

一一在螃蟹坡改螺旋土.从，ÚJ顶改到山脚，让土地旋转连片，

成螺旋状，便于机耕。

-一一在汤元坝改造水系 。 原田块参差，无排水系统，山洪一

来，满坝沟冲刷 。 现重新规划水系，挖排水沟，让洪水归槽。

一一在卧牛坡搞绿化。荒山上打鱼鳞坑，成带状形 ， 层层栽上

黄荆、马桑、洋槐、紫穗槐、柏树、青岗树。 黄荆、紫穗槐、马桑既作

肥料，又可作燃料。

上宁乡的改地试点获得成功 。 1956 年，林枝同志带我们到上

宁乡看改土后的作物，普遍长势喜人。 他高兴地说看来，凡是改

造过的地方，保持了水土，作物生长都很好，大有增产的希望，应积

极推广。 但是螺旋土，土层破坏大，费1歹，不宜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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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 一个大规模改土运动便在全县展开了 。 地委、专署

干部带头改土。 正月初二，林枝同志和地委、专署的领导同志带上

被盖卷，率领机关干部到保升乡余家店安营扎寨，吃住在工地，经

过七天的战斗，把余家哑口坡地改成了层层梯土。

城郊 13 个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万亩干池"(改土万亩打蓄水 '

池干个)改土运动 。

1958 年，上宁乡被评为全国水土保恃先进集体，得到国务院

的奖状和奖章。 老作家沙汀还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摄制组来遂宁

采访改土运动。

三年自然灾害中，改土的作用充分显示出来，改造过的土生产

比一般的好。 林枝同志总结了改土的经验，认为:要治好土，必须

实行田、土、水、林、路综合治理。 他说这工程很大，光靠人力不

行，还须和机械改土结合。 "1961 年，由 省上投资，地区建起了机械

改土队，在上宁乡开始了机械改地试点。 他到上宁视察， 看到改造

后的成片土地，十分满意。

治山治水，必须植树造林。 林枝同志说植树造林，是治山治

水改变小区气候的根本措施，是干秩万代的大事，共产党员要为子

孙后代造福，一定要把绿化搞好。 "1963 年，他到遂宁视察.看了上

宁乡改土绿化的成绩，又昕了龙凤，仁里乡集中成片造林的经验，

很高兴。 但看到龙背坡还是荒山一片，就问这样偌束一片荒山

怎么无人绿化7"过去龙背坡属广德寺管理范围。 有人说:这里全

是黄泥卵石地，广德寺的和尚代代植树护林，也未把这里栽起树

来。 他说今天，我们共产党有力量把它栽起来，坚决啃下这个硬

骨头。 这里栽起树了，对全县绿化影响就大。 遂宁有城市支援农

村的好传统，要发扬这个传统。"于是，县委作出决定:发动城市人

民绿化龙背坡。 把任务分配到城区各单位，统一规格质量:树窝 2 .

尺见方，间矩 1 米，换土施肥，保栽、保灌、保活，春节前验收庆功 。

一个啃黄泥卵石的攻坚战便开始了 。 林枝同志来到工地，亲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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