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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桂平县水利电力志》是在上级的大力支持下，编写组的全体同志共同努力，

前后花了2—3年时间编写完成的’。志书共30多万字，它实事求是地、全面系统

地记述了桂平的水利电力事业建设的历史和现状，反映了桂平人民治水办电的

艰苦奋斗业绩及其经验教训，是一部较完整、详尽、科学的水利电力资料汇集。

桂平地处桂东南，西江干流黔江与支流郁江于县城汇合，继而东流称为浔

江。全县面积4 073．83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年降雨量1 710．7毫米。水资源充沛，

自然地理条件优越。建国前，由于历史原因，资源得不到开发利用，水旱灾害频

繁，民不聊生。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把水利视为农业的命脉来

抓，号召大力兴修水利，组织水利电力工程的建设。经过40多年的艰苦努力，贯

彻综合治理，蓄、引、提并举，防旱防洪并举，大、中、小型工程并举的方针，建成了

遇旱则抗，遇洪则防的水利网体系和电力网体系，极大地改善了工农业生产条

件，促进了桂平经济的迅速发展，成绩是巨大的。

本志比较详尽地记述了建国以来40年间桂平水利电力事业建设的全过程，

而且很有特色地记述了全县水利网、电灌网、防洪网和电力网的情况，还记述了

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在水利电力建设事业中的可歌可泣业绩。这些都将令后人

永远不能忘怀。

阅读这本志书，不但可以看到当年桂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治水办电、发展工

农业生产的伟大力量和聪明才干，也可以看到工作中的失误、挫折及坚定不移的

决心和信心，还可以看到前进中遇到的困难及解决的办法，值得后人借鉴。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又是全社会的福利事业，人民对

水利电力事业极为关怀。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日益深化和加快，工农业生产的发

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给水利电力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应该说，桂

平县的水利电力建设事业，成绩是卓著的，布局是合理的，效益也是显著的；但这

些工程抗御洪涝、干旱灾害的标准还低，从实现全县水利化、电气化，防洪排涝的

】



正规化、标准化来衡量，差距还很大。任重道远，亟待全县人民继续发扬当年“全

党动员，全民上阵，艰苦拼搏，团结协作’’精神，奋发努力，共同奋斗。尤望水利电

力战线的职工同志们，继续努力，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前人创业，后人修志。兹值《桂平县水利电力志》出版之际，谨向为桂平县水

利电力建设事业作出贡献的前辈们学习、致敬!

①张钦南，桂平县水利电力局局长。

张钦南①

1993年8月



凡 例

一、本志取事，上起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下至1989年底，《大

事记》记到1990年，部分事例根据需要上溯。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取事重点

放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二、本志以类设章，以事设节。章前有《序》、《概述》，章后有《大事记》、

《附录》。全书共1 9章，60节，共30万多字，配以必要的图、表、照片。《附

录》内容有文存、获奖录、‘历年为水利电力事业牺牲者、文献选录、碑文。

三、1949年以前，按朝代年号纪年，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份。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月、日均按事件发生当时的历法。

四、本志对各历史时期的政权、官职，一般按当时名称，不作改动。

五、本志文字采取简化字，数字按1986年《人民日报》公布的国家语言文

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制定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分别使用阿

拉伯数字和汉字。

六、本志地面高程，采用黄海基面高程，如非黄海基面高程则加以说明；计

量单位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七、本志建国前的各种资料数据，均取自县档案局资料和桂平县旧志。建

国后的各种资料，则取自县档案局和县水利电力系统各单位。遇有记事不一者，

则取其中较为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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