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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

继《大新县志》的出版，在深入改革的新形势下，《大新县水利

电力志》又编纂成书发行了，这是大新县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墨一成
果，是全县人民智慧的结晶。 ·一- 一

新中国成立40年来，大新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

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进行水利建设，开发水资源，取得巨大的成

就，使大新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改革的年代里，编修水利电力

志，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也是全县人民的宿愿。1988年7月，在

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成立《大新县水利电力志》编纂领导小

组，由县地方志办公室、县水利电力局组织力量具体负责编修工作。

经过三年多的辛勤劳动，五改篇目，三易其稿，终于编成了这部《大

新县水利电力志》。 1^t
一

7．

，

《大新县水利电力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遵循实事求是

的原则，按照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和新体例的要求，如实地记载

大新县水利电力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尽力做到反映时代特点，体现地

方特色，努力提高质量，奉献给读者。诚愿它成为研究大新，开发大

新、振兴大新的乡土教材，达到服务当前，，启迪后人的目的。 o

本志在编修过程中，得到国家水利电力科学研究院水利史志研究

室、自治区7K利电力厅水利史志编辑室、南宁水电设计院、一南宁地区

水利电力局的许多领导、专家的多方面指导和帮助，得到当年为大新

水电事业作出贡献的老领导、老同志提供的珍贵史料和亲切的指教，

得到全县水利电力工作者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在此，我们对为编

纂《大新县水利电力志》付出艰辛劳动的所有同志，深表谢意!

《大新县水利电力志》编纂领导小组

l 9 9 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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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反映大新县水利电力建设的
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采用编、章、节，目结构，志首设《概述》和《大事

记》，志中配有照片和图表，志末设《附录》，全志分自然环境、水

科工程、电力工程、水政4编，共17章、44节，18万字。 ，

三、本志记事上限尽力追溯到有资料可考的年代和事物的发端，

下限至1989年。

四、本志文体为记叙文，采用现代汉语、书面语。内容文字以

1986年lo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规

范标准，直接引用的史料按原文抄录。

五、本志的“新中国”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是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四化，，

是指四个现代化， “文革”是指文化大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

按一般称呼，如“土司"、 “县政府”、 “县人民政府，，。，对人物直

书姓名，姓名前后不加虚衔或褒贬之词。
， 六、本志地面高程，除那岸水电站、跃进水渠、那岸渠道，团结

水库用黄海基准面高程外，其余均是假设高程。文中的计量单位均采

谓法定计量单位，以1 986年l 2月3 1日《人民F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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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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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大新县水利电力志·概 述·l

大新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边疆，东经106。39 7一107。297，北纬22。297t23。57，总

而积2755平方公里，折合土地面积413．25万亩，其中耕地50．55万亩，林地129．99万亩，牧地

33．28万亩。县境东西横距90公里，南北纵距75公里。东南界崇左县，东北邻隆安县，北面

与天等县接壤，西北接靖西县，西南邻龙州县，西面与越南毗连，接壤的国界线长40余公

里。地层构造属海相沉积地层，由寒武系、泥盆系、石炭系、二迭系组成，出露最广是泥盆

系，岩性属于碳酸盐岩类，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85％。
”

县境地处云贵高原南缘，石山泥岭间杂遍布，形成许多不完整的小盆地。气候属亚热带

和热带之间的过渡类型，多年平均气温摄氏21．3度，多年平均雨量1326毫米，年平均日照时

数1597tJ、时。境内河流不少，地下水点星罗棋布，一且落差大，可供开发水能5．9万千瓦。境

内山峰林立，延绵各地，主要的有西大明山，古雾岭、四城岭等75座。自然条件良好，物产

资源丰富，有锰、铅、锌，铜、铁、金、红锑、水晶等矿20余种，动植物资源各百余种。地

理位置优越，是祖国南疆的一块美丽富饶的地方。

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一年四季的气候一般是冬春微寒，夏季炎热，秋季凉爽。降雨多

集中于夏季，秋末、冬，春降雨量较少。因此，连续二三年大旱者史不绝书，局部地区水旱

灾连续者亦非罕见，有时大旱过后又发生洪涝，旱涝交替。这种自然条件的特点，决定了水

利建设在大新国民经济发展申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 ’： 。。

‘

大新县水利建设事业，据有史料可查最早是明弘治元年兴建北三水利，清至民国先后兴

建进府、猛江、泗文水利，在黑水河、向水河、明仕河两岸，安装竹筒车提水灌田。还有自

然形成的洼地，或村前村后挖筑的小塘库也不少。但由于工程设施简陋，有的年久失修，抗

灾能力很低。到1949年止，全县统计水利工程有效灌溉面积只有8．975余亩，占耕地总面积

50．55万亩的17．60％。7’
’ 1’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生产关系改变，生产力的发展，全县人民本着以小型为

主，以蓄为主，“蓄、引、提"相结合的方针，贯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全面进行

兴修水利。从1955年建立高级农业合作社时起至1965年，全县全年投入农田水利建设的人数

这六七万人，多的十万人，基本上社社队队行动，且速度快、效益好。中越水利投入劳动力

万余人，大干一年多完成主干渠施工任务。期间虽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群众生活艰难，但

水利建设仍没有停止。在继续进行中越水利配套的同时，兴修了裱门、龙潭、宝山、派林水

库和面上一些小l』l塘水库，以及机电泵提灌工程，使有效灌溉面积达到15．09万亩。。t

1966一1976年，一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受“左"的思想干扰，但全县水利建设仍没有中

断。广大农民群众排除各种干扰，坚守生产岗位，积极投入水利建设。乔苗、团结、那礼水库

的兴建和扩建，跃进水渠改道，那岸渠道的建设，一些小型水库的除险加固，以及五山、福

隆，宝圩电灌片工程的建设都是在此期问完成的。这段时期的水利工程建设特点l群众干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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