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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陆川县的小水电建设，在七十年代曾扬名中外。一九七0年四月

小水电建设成果在广州交易会上展出，同年十月参加北京全国农业展

览会展览，得到周恩来总理称赞。一九七一年六月被国家选赴罗马尼

亚和南斯拉夫展出。东山水电站是陆川县最早建成的第一个水电站，

在全县小水电建设中，曾作出过较大的贡献，起了“母鸡带小鸡"的

作用。编写《东山水电站志》，将从东山水电站反映出陆川县小水电

建设的艰辛和成果，对人们了解陆川县小水电建设史，具有“画龙点

睛"的作用，是小水电建设事业的一件喜事。

以史为鉴，借志兴业。当年参与东山水电站工程施工的数千名建

设者，自己带米带菜，两上东山，安营扎寨，靠一条扁担两只肩膀筑

起一座座大坝，靠一根钢钎两只手在悬崖峭壁上打洞放炮，凿石开渠。

建前池，全靠人力把一包包水泥、一担担砂子挑上数百米高的工地；

没有钢压力管用木料代替；没有发电设备自己动手制造，仅花国家投

资190．0多万元，就筑起四座总库容1213万立方米的水库，开通输水1．6

立方米每秒的引水渠道6．7公里，利用两级水头220米，建成东山一、二

级电站和麻兰电站，安装发电机组共五台、容量1944千瓦，尾水还灌溉

农田3500亩。这种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办电的创业精神，不仅

推动了全县小水电建设迅猛发展，而且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精神财富。．

相信《东山水电站志》的出版，必将激励人们再创水电事业辉煌。

作为在陆川工作四十年的普通一兵，对东山水电站乃至全县小水

电建设略知一、二，承蒙编委厚爱，约写《东山水电站志》序，谨草

数语，以示向参与东山水电站的建设者学习致敬。

丘友福

一九九四年八月廿九日

注：丘友福。原任陆川县副县长，政协主席，现任陆川县委顾问。



凡 例

1、本志记事，上起1956年，下至1993年，部分事例根据需要上

溯或下延。

2、本志以记述东山水电站工程的建设与管理为主要内容，同时

涉及电站范围的各项建设。

3、本志以事设章，章下设节，节下有目。篇前有《序》、《概

述》，篇后有《大事记》、《附录》。全书共11章38节，配以必要的

图、表、照片。

4、本志凡简称“党’’的，均指中国共产党，凡称“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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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人委会"、“革委会"的即人民政府。

凡称“村公所"或“大队"的，即现在的村公所。“公社"即现在的

乡(镇)政府。

5、本志地面高程，除标明珠江高程外，均为黄海基面高程。

6、本志资料来源于玉林地区水电局、陆川县志、陆川县水电局

和东山水电站档案资料室，部分资料是由曾在东山水电站工作过的老

同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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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东山水电站位于陆川县城东部4公里的东山嶂下，白水滩前，东

经110．95度，北纬22．20度。是以发电为主兼顾灌溉的小㈠型水力发

电站。电站始建于1958年，先是专县合办，后改由县办。1959年10月

1日一级电站建成发电；1960年10月1日二级电站投产，后与县火电厂

合并，成立陆川县东山水电站。

解放前，陆川县二百里长川流传着：“陆川，陆川，小川枉自走，

大川赴东流，夏雨泛成灾，冬旱渴死牛’’的民谣。有识之士曾欲利用

东山瀑布兴建电站，然而，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在白水滩前建了一个

凉亭【今已毁)以感兴叹。

东山水电站是利用东山、白坭两水系的水力资源建水库引水发

电。两水系都是九洲江支流，汇入九洲江后向南流入南海。两水系之

源头群山环绕，山峦叠嶂，源头的东山嶂，海拔531米，是陆川的高

山之一。据1923年版《陆川县志》记载：“东山瀑布，一名白水滩，

有时声震如雷，远闻十余里，久旱闻之必雨，久雨闻之必晴。"两水

系年平均降雨量1700．3毫米，基流量O．195立方米每秒，且秋冬不竭，

河流落差大，水力资源甚为丰富。河岸两侧土地肥沃，平均气温21℃，

属亚热带气候，土质为沙质壤土，有人口14859人，耕地4614亩，农作

物以水稻为主，兼种杂粮、生羌、木茹等作物。

解放后，曾于1952年在陆川县城建设一个48千瓦的火电厂，解决

县城照明和小手工业的用电。这个火电厂由于发电量小，用电矛盾越

来越大。随着县城人口增加，手工业、各类厂矿企业和交通、文化、

教育等事业迅速发展，解决用电，迫不及待。因此，1958年2月，容县

地委在决定兴建陆川磷肥厂的同时，兴建东山水电站。



兴建东山水电站，可追溯到1956年，当年7月和1957年1薹嚣，了a

非黜雾薹型篓藿薹茎薛蓁蒸煎霪羹篓篓萋蓁雾羹蓁雾霎薹藏雾鏊；雾妊

羹雾雾勘羹搿囊雾壅搿塞，羹鬟蓁眇薹冀薹羹雾|耋要羹蠹。弓喜耄墓蓁蓄薹二

萋薹羹薹露龆塑丽羹霎塑。墅蓠蓁薅羹薹鋈羹必：霎薹蒌剀鄞雾翮瓢

雾薹薹唠j薹雾薹霎翰睫臻≠奏薹鬟蓁蠢蓁一囊；粪蓁鬻锌萋嚣惫辩夔

懿|{}jl

j首曼黼萌耋；蓁薹谗计装机容量320千瓦。

1958年

’4 月，陆川电厂1至4月生产了

32 5吨滑石粉o

8月，县调集了5399名民工到陆

川东 山兴建东山水电站o 、一

1959年

3月 ，陆川电厂与陆川农械修造

厂合并为“陆川电力农械厂”，书记张

福、 厂长梁善权、副厂长周源。

4． 月试制成功5505条黑动井带，

并于 同年11月建成投产。

，8 月初，县委决定在东山村白水

滩， 尽快建成东山水库电站，从电力

农械厂(原火电厂、农械厂合并)抽调
人员 ，建设电站工程厂房、电站机组

制作及安装。东山水库电站指挥长
2

巫 德椿；何异辉负责工程组织协调施

工人员；工程负责人梁善权。

10月1日，东山水库电站建成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