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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荔浦县地处广西东北部，桂江中游。境内荔浦河、马岭河、蒲

芦河三条河流基本相间排列。三条河均发源于山区。特别是荔浦河

上游的长滩河发源于金秀瑶族自治县内的老山，森林覆盖条件优

越，雨量充沛。县境内溪河沟渠密布，中下游土地肥沃，适宜种植

，水稻。荔浦是国家商品粮基地之一。公路四通八达，县城是工业产

-．品及土特产品集散中心。

-据历史资料记载，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修仁镇(原修

．仁县)，的蚂蝗坝就建有管水条规。近代农民在沿江沿河的一些地方

修堤筑堰，拦河开渠，引水灌田，修了一批小型水利设施。但到1949

年建国时，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还是为数甚少，全县共有引水工程

‘108处、引水流量9．5立方米每秒，竹筒水车300多架。但由于配套

不全，灌田不多，农田灌溉面积仅8．5万亩，产粮5 460万公斤。水

旱灾害频繁，人民生活困苦。若遇大旱则源泉枯涸，溪涧断流，田

禾无收，民不聊生，扶老携幼，四处逃荒。这样的惨景是建国前荔

浦县大多数人民生活的写照。

_ l 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荔浦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因地制宜地大力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50年代形

成第一个高潮；70年代形成第二个高潮。现有水利、水电工程，大

部分是这两个时期建成或打下基础的。到1987年止，共建成引水工

程4l 6座，引水流量20．25立方米每秒；中型水库2座，有效库容

6 020万立方米；小(一)型水库lo座，有效库容2 28 2万立方米；



小(二)型水库33座，有效库容758万立方米；山塘340座，有效库

容663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达20．5万亩，占现有水田面积的

9l％。另外在水库坝后、渠系和河道建成了水力发电站16l处，装

机174台，容量10 062千瓦。国家对荔浦县的水利电力建设，投资

达1 943万元，贷款257．5万元，完成土石方工程量1 797万立方米，

群众投工3 120万工日。

目前的水利电力事业，还远远不能满足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

的需要。若从彻底根除水旱灾害，实现全县水利化、电气化的目标

来衡量，相差甚远，今后任务还很艰巨，可谓任重而道远，有待全

县人民继续努力奋斗。 0

荔浦县水利电力局负责编写《荔浦县水利电力志》的同志们，，

经过几年的辛勤劳动，写成了《水利电力志》，索序于我们，阅读

之后，觉其搜集资料之详尽丰富，编纂体例之全面周全，深为感

佩。这部书资料可靠，叙事翔实，文辞通畅。集科学性、资料性和

思想性为一体。对读者可以说达到了备观省而垂鉴戒的目的。

我们在荔浦县工作的30余年中，大部分时间从事水利电力建设

工作，而今能看到《荔浦县水利电力志》的出版，不胜高兴之至，

特为之序。

叶建益

曾利彰

1989年10月

(注) 叶建益同志历任荔浦县人民政府农村部长、县长、中共荔浦县委常委等

职，现任荔浦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曾利彰同志历任荔浦县人民政府水利电力局局长、农村部长等职，现任

中共荔浦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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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本志取事，上起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下至19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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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 ‘2．本志以类系事，以事设章，除概述、附录外，全志共“

o章，41节，节下有目。采用横排竖写的形式记述。附录的文件、资

料，均按原文摘抄或全文照录。
，

．3．本志资料主要来自桂林市图书馆、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桂

林地区行署水利电力局资料室、桂林水利电力设计院资料室、县档

’案馆、县水利电力局资料室，以及民间口碑、调查资料等。

一4．1949年以前，以朝代年号纪年，后注公元年份；1949年以

i．-一后，采用公元纪年。篇章中第一次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用全称，

其后，简称”建国前”或“建国后”。月、日均按各时期历法。

5．行政区划及地域名称均用今名，有必要指出某一历史时期

的名称时，则注明当时名称。

_ 6．本志凡简称“党”的，均指中国共产党；凡称“党支

4部”、 “党委”、 “县委”、 “地委”、 “区党委”的，均指中国

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凡称“政府”的即指人民政府。

．．、7．本志地面高程，采用珠江基面高程。计量采用《中华人民

。1’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8．本志文字一般采用规范简化汉字，数字按1986年12月31日

《人民日报》刊载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制定的《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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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分别使用阿拉伯数字及汉字。

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各种数据，均取自档案、旧志，

遇有记事不一者，则取其中较为合理的；建国后的数据，主要按县

统计局和县水利电力系统的统计数据。

10．本志所援引的史料中，凡有所谓修仁县的，均指今荔浦县

地域。部分零星地区，如已划拨平乐、金秀、鹿寨等县的均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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