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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江县水利、电力、水产志>是按照中共夹江县委，夹江县人民政府的部署，在夹

江县编史修志委员会，办公室和夹江县水电局的具体指导下进行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思想，以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

的本来面目。对水利，电力i水产工作的发展演变过程，择要叙述，至于成败，得失，功

过是非，经验教训等不加评价，各事件活动中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也朱作详述。

一，本志编写按横排竖写的原则，依事物的类别，性质分篇，章，节，照时间顺序叙

述其发展演变。全志共分为4篇2 2 章 6 7节。

二、本志于l 9 8 5年3月开始作准备，4月着手搜集资料。之后，由于人员少，时

间紧，只好试写与搜集同时进行，并充分依靠水电局各股室大力协助，其中电力，水产篇

主要由车国银、李德友、蔡学文三同志提供资料。于l 9 8 6年6月中旬完成初稿编写。

三，本着详今略古的精神，本志重点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我县水利、电

力、水产事业的发展演变和工作成就，建国前则知道多少就叙述多少，未作过多的探索和

追述。下限断子l 9 8 5年。

由于时间短，任务重，编写人员经验不足，所成志稿的内容、文词错误难免，敬请有

关人士给予纠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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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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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江县位于北纬2 9。3 8 7至2 9。5 6 7，东经1 0 3。1 8 7至l 0 3。4 4 7之间，

幅员面积7 5．3 7平方公里。东与东北，和青神，眉山县接壤，南与乐山，蛾属相连，西

靠洪雅，北邻丹棱，整个地形西北高而东南低。西部属浅山区，山峦起伏，五显岗，大旗

山，尖峰寺诸峰重重叠叠，海拨8 O O至l 4 5 O米，．腹部为河谷平原，有青衣江自西北

入境，向东南流入乐山，沿江两岸地势开阔，自上而下形成一葫芦形的冲积平原，海拔

3 5 O～4 5 0米，东部为台状浅丘，海拔4 0 0～6 0 0米。山、丘、坝三类地形明显

划分，是夹江的地形特征。丘区面积最大，地形复杂，由浅丘、台地、河谷三部分组成，

大部分为黄壤土，间有紫色士。幅员面积为3 8 1．6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5 O．9％。其

中耕地面积l 4．1 5万亩(占幅员面积的2 4．7％)，占全县耕地面积的5 0．8％，‘平

坝区最小，但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幅员面积l 5 3．4 9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

2 O．4 6％。其中耕地面积9．1万亩(占幅员面积的3 9．5 4％)，占全县耕地面积

的3 2．1 8％，山区幅员面积为2 1 4．9 8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2 8．6 5％。

其中耕地面积5．0 3万亩(占幅员面积的l 5．6 2％)，占全县耕地面积的1 7．9 9％。

二、河 流 ．．

青衣江。又名雅河，平羌江。发源于巴郎山，夹金山南麓，流经天全、雅安，洪雅，于

夹江西北角石面渡入境，由东南面二郎直流入乐山，至草鞋渡和大渡河汇合。全长2 8 O

公里，县境流长3 3公里，江流平缓，水量丰富，利于航运，灌溉和低水头大流量的水力发

电。流域面积1．3 3万平方公里，千佛岩以上流域面积1 2 5 8 8平方公里。据千佛岩水

文站记载；青衣江年径流总量为1 6 8．4亿立方米，多年平均桔水流量为1 2 0立方

米／秒。最大洪水出现在1 9 1 7年，洪峰流量为1．8 7万立方米／秒。l 9 5 5年又出

现一次大洪水，洪峰流量为1．6万立方米／秒。该江具有典型山溪河流的特征，洪水来得

猛退得快，最大和最枯流量之比约为2 0 0。l，是夹江灌溉的主要引水河流之一。自明

代起直接引江水灌溉的埝，在江东有龙头、永丰、永通、龙兴、刘公，双合、复兴等7

条，江西的有依风渠1条，总灌溉面积3．4万余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大力兴修

水利，各条小埝并入东风埝(龙头埝)，灌溉面积达六万余亩。1 9 5 8年建成跨越夹，

峨、乐三县的石面埝，灌溉面积达1 0万余亩。 ．。

‘

青衣江对夹江的贡献很大，但为害也很严重，每遇洪水泛滥，沿江两岸毁田倒屋，损

伤禾苗、人畜事件屡见。l 9 7 0年开始，在夹江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下，全县动员，

采取筑堤护岸、掏滩封支相结合的办法治江，经过多年努力，沿江两岸修筑河堤共长3 2公

里，封岔河八十处，使洪水得到初步控制。

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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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川溪 当地人称川西河，属青衣江水系。上游为两大支流，一支发源于蛾眉县太

阳坪，流经华头乡，一支发源于洪雅县桃源，流经麻柳乡，于乱石溪汇合后，由南向北，

流贯歇马乡腹部，经洪雅三宝，于石面渡流入青衣江，流程5 l公里，流域面积2 1 1．8

平方公里(其中县境流域1 5 2平方公里)。该河河床深切，岸坡陡峭，河谷狭窄，水流

湍急，涨落变化大，是典型山溪河流。此河水力资源蕴藏量丰富，华头至歇马流程约l 0

公里，水面落差达l O 0余米，适合兴办山区小水电。1 9 7 6年歇马已建成装机

1×2 0 0千瓦水电站一座，年发电量9 0万度左右。今后可修建一座装机2×3 2 0千

瓦的水电站。

金牛河 发源眉山黄家和丹棱杨场的两条支流，在吴场乡龙华寺汇合后，流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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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雨 量二、肉 重

全县多年平均降雨量为l 3 5 7毫米，总量是很充沛的，但分布不均。1．降雨量的年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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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l 0 l 0．8毫米。2．季节分配不均，全年各月的雨量分布是t l 2～1月降雨量最少，

l 2月为5．3～l 9．3毫米，1月为0．4～3 6．2毫米’7，8月两降雨量最多，7月

为l l 6．6～5 l●．7毫米，8月为l 0 5．1～8 5 1．8毫米。3．地域分布不均。

西部山区多年平均降雨量为l 6 6 8．4毫米，而东部丘区仅l O 4 9．3毫米，东西相差

6 l 9．1毫米。4．雨日分布不均。全年大于0．1毫米的雨日平均为1 7 2．3天·‘其中

3～6月为4 3．4天，6—8月5 1．5天，9～l 1月4 7．7天，l 2～2月2 7．9

天，大于2 5毫米的雨日为l 4 l天。其中6—9月就达1 0 5天占全年的7 4·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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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水资源

l 9 8 3年，县水电局组织人员，对全县水资源进行了调查估算，并写出‘夹江县水

资源调查及水利区划报告》一文，经乐山地区验收合格。夹江水资源分为三个部分：第

一，地表水资源(地表径流量)，是一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受降雨量的制约，全县多年平

均地表径流量为6 3 2 9 0．9万立方米．单位产水量为8 4．3万立方米／平方公里，人

平水量l 9 8 3立方米，耕地亩平水量为2 2 3 7立方米。全县总的情况如此，但由于雨

量分布不均，各区域间差异较大。仍以多年平均为例。东部丘区单位产水量为5 8．1万

立方米／平方公里，中部坝区为7 3．9万立米／平方公里，西部山区则为138．5万立米／平方

公里。第二，外来水资源(过境水)外来水资源有三，一是青衣江，年径流量l 6 8．4亿

立方米，二是金牛河，上游眉山、丹棱流域面积l 1 0平方公里，年径流量6 2 5 4万立

方米-三是稚川溪，上游洪雅、峨眉流域面积5 9．8平方公里，年径流量为9 3 6 2万

立方米．这三条河，对夹江能起补充作用的，主要是青衣江，其次为金牛河。城关、．木

城，甘江三镇，迎江，·i爰江，云吟，蟠龙，甘霖，甘江，甘露，木城、南安、顺河、永兴

共1 l乡，以及城关周围的省，地、县属工厂企业等，近9万亩田地和1 3万余人的用水

依赖青衣江，已成的两座装机l 3 6 0千瓦和正建的一座装机2×8 O 0千瓦的水电站，

也依靠它提供水能。第三，地下水资源：深层地下水，贮量尚未探明。浅层地下水(即地

表径流渗透部分)，．据初步估算，全县为8 6 2 4．6万立方米，山区为6 0 4 3．4万立

方米，丘区为I 7 0 7．9万立方米，坝区为8 7 3．2万立方米，浅层地下水当前主要用

于量多面广的水井水源。

五、水利设施
‘

夹江的水利灌溉事业，在元明时代已经初具规模，民国县志记载，凿箕埝修建于明万历

十七年(1 5 8 9)，迄今已有3 O 0年的历史。在青衣江取水的8条大埝，灌田3．4

万余亩，．在马村，金牛、廖埝，石埝等溪河取水的小埝，灌田千亩以上的有l l条，灌面

2．7万余亩，此外还有若干山溪小埝，塘，筒车等，总共灌面9万余亩，占稻田面积的

4 0％以上。但过去的水利工程共同的弱点是。水量小，灌溉无保证。民国时期，除沙

质重，地势高、保水能力弱的田外，几乎全部稻田关冬蓄水。据1 9 4 9年统计，全县冬

水田面积l 6．2 5万亩，占稻田面积的8 O％。

建国后至l 9 5 4年，水利工作的重点是恢复和改善原有水利工程，让其充分发挥作

用。l 9 5 4年下半年，开始兴建山湾塘。翌年又开始修建小型水库。l 9 5 6～1’9 5

8年是本县水利建设的第一个高潮时期。至l 9 5 8年底，全县建成山湾塘5 7 5口，小

型水库8座，新增蓄水量9 4 O万立方米，新增灌面5万余亩。l 9 5 9～l 9 7 0年的

l 2年，因受“三年自然灾害黟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水利建设处于低潮。其间l 9

6 3～l 9 6 5年曾兴起过建石河埝和水轮泵站的热潮，但收效不大，只有l 9 6 6年动

工的龙华水库至今运行正常。l 9 7 l～l 9 8 0年的l 0年，出现了第二个水利建设高

潮。主要是建设水库和电力提灌站，现成的3 6座水库中，有2 8座是这个期间建成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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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1年5月，水利部在全国水利管理会议上提出： “要把水利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管理

上来，，的号召以后，水利建设随即停止新上项目，工作转移到工程扫尾，除险治病，加固

和经营管理方面。

六、水能资源

夹江县水能资源较为丰富，全县理论蕴藏量为2．0 4万千瓦，由于受某些因素的铝Il

约，实际可开发量约为6 9 6 0千瓦，现已开发2 5 6 0千瓦，正开发的为l 6 O O千

瓦。水能资源的分布是。

1．青衣江理论蕴藏量为1．7 5万千瓦，其中可开发量为6 9 6 O千瓦，已开发和

正开发的为3 9 6 O千瓦。

2．稚Jll溪．理论蕴藏量为2 3 O O千瓦，可开发量为8 4 O千瓦，已开发2 O 0千

瓦。
’

3．金牛河、马村河虽然理论蕴藏量为6 0 0千瓦，但因水头低，流量小而无调节

措施，装机分散等，实际开发价值不大。

夹江县水利电力水产大事记

一、人民共和国建立前

明万历十七年(1 5 8 9)

县令(今县长)林(失名)领导兴建凿箕埝。埝在千佛岩青衣江龙脑沱引水。渠首傍

山开沟作堤，经永兴至汉川(今顺河)乡，灌两乡田万余亩。1 9 4 9年扩建后，更名依

风渠。l 9 5 8年并入石面埝(跃进渠)灌区。

清康熙元年(1 6 6 2)

县令王仕魁委派县人江滨玉，江逢源等督工兴建毗卢埝是市街，八小等埝的总进水

口。是用竹笼装卵石砌成，伸入青衣江中约3 0 0米，导水入渠的一座堤，医位于毗卢寺

前(今机砖厂)故得名。至民国1 9年(1 9 3 0)扩建龙头埝后废弃。 ●

清康熙四年(1 6 6 5)

知县(今县长)刘际亨领导人民在五圣祠外兴修一条埝，流域长1 6里，濯汉川(今

甘露)乡田3 0 0石(3 0 0 0亩)。为纪念刘知县，将此引水工程取名刘公埝。1 9 5

1年并入龙头埝。

i 清乾隆初年(1 7 3 6)

5月2 7日，横埝子埝埝长吴怀庸，黑夜率领人众，用燃香引路，从姜滩偷挖渠道。

恰遇雷雨大作，连日洪水冲刷沿河土地，成为一条新河，即“新开河黟。地主张鼎新等联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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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控告，吴等被捕入狱而病死。后又上告，沐大宪批示；虽人力所致，实天意也。并派员

丈量冲毁土地，作价赔偿。横埝子更名永通埝，取水El由南门河迁至姜滩。l 9 5 5年并

入龙头埝。
’

．。

清光绪十=年(1 8 8 6)

夏，暴雨，青衣江洪水猛涨。千佛岩洪峰流量为1．6 4万立方米／秒·沿江两岸潜

没，冲毁田地，房屋甚多。 ·

、 ‘清光绪：十六年(1 9 0 0)
⋯‘．

市街、八小两埝在毗卢埝中筑破河堤以平分水量。两埝自清初即同沟分水，后因水量

不足，常争水打架而起诉讼。是年，嘉定府知府(今专员)，雷钟德会同县令申辚亲到现

场查看，当场决定，于毗卢埝中筑一条分水堤，平分水量。堤成后i市街埝更名永丰埝，．

八小埝更名龙头埝。永丰埝l 9 5 0年并入龙头埝。破河堤于l g 5 4年撤除。

民罾6年(1 9 l 7) ．

7月(农历六月初一)，大雨连续三昼夜，青衣江、马村河等洪水暴涨，沿河两岸房

屋，人畜、庄稼等损害甚巨。县城洪水由西门涌迸，南门城门为水关闭，渲泄不及，全城淹

没，水深达6尺。青衣江千佛岩水位达4 l 6．3 0米(吴淞系统)，洪峰流量1．．8 7万

立方米／秒，为百年来特大洪水。 ，

、 民国8年(1 9 l 9)
，

政府设实业所。l 9 2 6年改名实业局，l 9 3 0年改称建设局I l 9 3 3年改称建

设科。 ，．．
．

民国l 3年(1 9 2 4)

天旱，从上年秋后至本年6月前，连续8个月未下过一场透雨。土门、新新一带，冬

水田、塘等普遍水干裂口，无水栽插水稻，6月改种红苕。 ．。。

民国l 9年(1 9 3 0) ：

·
一

春，奉县长曾习传谕，双合埝改建进水口堤。原拦河导水堤系用竹笼装卵石堆砌而

成，漏水严重。县长视察后，令改为条石浆砌，漏水减少，用水得保证。双合埝1 9 5 0

年并入龙头埝。

冬，龙头埝扩建。县长胡疆容顺应民情，自兼埝工事务所长，商会会长朱光藻(正

章)任副所长，将进水口由龙脑沱迁往上游4公里处石骨坡。扩建工程于次年初夏竣工．

耗资银元4万余元。

民国2 0年(1 9 3 1)

初夏，龙头埝扩建工程竣工。因修建质量差，跨漏严重而无水灌溉。农民群起哄闹，

围堵朱宅，谩骂殴打朱正章。

6月，青衣江暴发洪水，千佛岩洪峰流量达1．5 7万立方米／秒． ，

～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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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民国2 1年(1 9 3 2)
●

3月2 8日夜，大冰雹、大风暴，雹大如柿。房屋，竹木，禾苗损伤惨重，屋瓦洞

穿，居民无法安寝，坐以待旦。阮埂附近打死乌鸦上千只，受伤的不计其数。

民国2 3年(1 9 3 4)
，

，，： ，一

6月，．连日洪水，桥梁毁坏甚多，’城墙冲坏l 0余丈，沿河田地庄稼损伤甚多。

民国2 5年(1 9 3 6)

5月，夹江水文站建立，隶属四川省水文总站。观测点设青衣江千佛岩龙脑沱。
●

⋯
民国2 6年(1 9 3 7)

1
：-‘ 。

∥5。月初五(端午)甘江铺周围狂风大作，大雨倾盆。屋顶被揭的有数千家。玉米苗成

片例塌，树木折断，两人合抱的黄桷树连根拔起。暴风雨从晚9时起至l 2时止，次日天

晴：
、

●

民国3 2年(1 9 4 3)

冬，兴建永兴埝。由顺河乡乡长王作人承头主办，四川省水利局工程师魏振华负责勘

谢．设计，施工，次年竣工。永兴埝于青衣江支流干河口取水，利用干河河道至杜公场下

游，再拦河筑埂，开渠引水，灌顺河4 O 0 0余亩田。这些田原由凿箕埝灌溉，因水量不

足，连年干旱，始另修永兴埝。1 9 4 9年并入凿箕埝，改称依凤渠。

民国3 5年(1 9 4 6)
J～“

●

■旱情严重，全县受灾面积6．2 4万亩，减产五成以上。省拨发急赈款2 0 0万元。

豪绅巧取，层层截留，农民受赈者极少。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民国3 6年(1 9 4 7)
' ●j

‘

’

7月，洪水为害。青衣江千佛岩洪峰水位4 l 5．2 6米(吴淞系统)，洪峰流量

1．5万立方米／秒。沿江两岸尽成泽国，顺河一带冲毁田地、房屋甚多。国民政府拨款

l 5 0 0万元赈济，令扣赈谷8 3 8石。至次年5月，县政当局竟未提及放赈谷物，反而

对百姓所欠粮赋大肆督收，加罚完纳。

毒：再；。 。 民国3 8年(1 9 4 9)

2月，县人曾炳章、童炳湘等合资银洋2 4 0 0元，购回5．5千瓦汽油发电机钮，

发电照明，县内开始用电灯。
’

3月，兴建依凤渠。由省水利局漫计，并取得美援贷款后，扩建凿箕埝。永兴埝并

入，称为依风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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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

一

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 ，一‘- 1 9 4 9年、 ?：；¨√

一 ‘^●

1 2月l 6日，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入城，夹江喜获解放。
。

j

‘

‘

。l 9 5 0年 ’． 。 。r．!
’

P-

3月，县人民政府建设科组成：科员4人，缺科长，严代平为主办科员。’ o

，4月l 1日，夹江县人民政府通告：查水利问题关系春耕及农业生产，’甚为重要l、我

人民政府极为重视。凡我县人民应自觉自动保护渠埝，并加强灌溉管理。节约用水，解决

纠纷，严防匪特乘机破坏。我人民政府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保证人民利益起见，特

规定。凡我县人民均不得有毁坏埝渠事情。否则定严惩不贷。切切此告。 i

1 1月5日，夹江县水利委员会成立。委员2 5人、主任王承基(县长兼)，副主任英

叠福，姜舂在。 +j

1

l 1月，水利委员会组建龙头埝联合埝务委员会。由承丰，刘公，五通，柏木，七

．i小、双合等埝与龙头埝合并组成，主任委员董德怀，副主任委员龚福和、江吉舟。、} ．“
·

’j ．一一 ’一 ’：j。．。簟
。‘

．．
1 9 5 1年 。． 一‘t一，+i yj≥，

一，j

春，龙头埝埝务委员会成立，代理主任刘荣光，总务谭肇华，财务江正荣，工务杨树

衄，4人组成工作班子，负责岁修。 一 。．哥：t，

．’川西水利局分配夹江小型水利贷款．1 5．0 0万元(旧人民币)。 。

，’

，旱情严重。截至6月l 7日，全县未栽秧的田1．1 2万亩，其中土门乡7。0 9 5亩，‘。

新新乡3 l 0 4亩。 ，一 ，．-．∥、。’q∥

7月，人民政府接办吟江电厂，更名为“地方国营夹江县电厂"。成为县内第一家国

"ig-rV。， ．

，

． ．囊
?7．一， ．1 9 5 2年 一 ．，：．。』：、

二
， ， 。：

5月3日，山洪成灾。5月2日连降大雨l 3小时，雨量1 6 8．3毫米。‘山洪暴发，

甘霖等1 0乡，3 6村冲毁田2 7 0亩，淹没田1．8 8万亩。其中二三千亩秧苗冲走i

返工重栽。
’

‘

，
．

。l O月，四区(马村)区长李守巽调任建设科首任科长。次年春调离。

1 1月，举办为期7天的小型水利训练班。学员8 1人，其中区干部2人·乡干部

．1 3人，村干部2 7人。． 、’ ．’，

l 9 5 3年
～

j、1

3月1 1日，廖埝分洪沟动工。4月3 O日完成，分洪量l O立方米／秒。次年扩大

为3 0立方米／秒。使下游?焉江、云吟、蟠龙、甘霖等乡1万多亩农田免遭洪泛灾害．沟从

廖埝起至新桥止，全长l 0 3 8米。 ．
j

3月，二区<甘江)区长黄少全调任建设科科长。，+， ，。： ： ，‘。!i
● ! 、

H



7月·马村洪水暴发。马村，茶坊进水。

l 9 5 4年

3月，县政府召开用水管理会议，出席会议的8 8人。其中区，乡干部2 5人，会期

3天，对各水利工程的用水管理，合理灌溉，节约用水等制度进行了认真讨论。

l O月，在土门民益村白鹤林修建示范塘。是由建设科主持修建的第一口山湾塘，是

从平地挖塘向筑坝蓄水转变的开端，当月建成蓄水。’

l 0月2 O～3 0日，建设科在土门示范塘举办农村小型水利人员训练班。学习山湾

塘修建技术，参加学员l 0 0余人。 ▲

l 9 5 5年
，tI_

2月l 2日，省编制委员会、人事厅，农林厅，水利厅联合通知；各专县建设科改为

农业科。夹江县农业科科长黄少全，副科长张铭。

4～5月，旱灾。约5 O天内未下过一场透雨，烈日炎炎，旱情严重。据统计。全县

受旱面积3．9 8万亩稻田，旱灾的中心在木城一带。

7月1 3日，晚9时至凌晨8时，大雨颅盆，降雨量4 l 5．7毫米。青衣江洪水猛

涨，l 4日中午千佛岩水位达4 l 5．9 6米，洪峰流量1．6万立方米／秒。}焉江廖埝河水

淹没城区东门一带，水深0．3米’木城淡溪埝等洪水将木城全坝淹没。全县造城大灾。

l 5日，县人民政府成立救灾委员会。派出救灾小组到灾区慰问。二区(甘江)出动

5 9 0 0余人扶苗，洗苗4 2 0 0余亩。

l 0月1日，夹江县第一座．水库一一红旗水库动工。这是乐山专区和县试点水库。并

由省水利厅驻乐工作组组长孙锦工程师主持举办小型水库修建技术培训班，参加学员为专

属各县水利干部，拟建库地方的区，乡干部等8 0余人，为期1 5天。

l 0月，各区，乡开始设置小型水利辅导员，简称水利员。冬季上、春季下，临时设

置。

1 2月，木城坝抽水站在汉柏村七星沟口动工兴建，装机两台，美国造6 O H P煤汽

机。次年4月7日建成运行，灌田0．6万亩。l 9 6 5年撤除。

l 9 5 6年

4月2 2日，农业科举办水土保持¨||练班，为期4天，山、丘区每社1人，共1 5 9

人。讲解水土保持措施并现场参视。为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培训了人才。

9月水利科成立。副科长张铭，技术干部3人。

l O月，马村水库动工，主坝高2 O米，副坝高4米，蓄水量2 8 O万立方米。次年

4月竣工。
’

1 9 5 7年

4月， 农业科、水利科合并为农林水利科。科长黄少全，副科长高朝明。

l 0，西门竹庐水力发电站动工，为夹江县第一座水电站。引龙头埝东干渠水，水头

2．2米，流量4立方米／秒，装机4 8千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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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月，石面埝动工。在夹江石面渡取水，灌溉夹江，蛾眉，乐山三县1 0万余亩，

由乐山专区主建。l 9 5 8年5月竣工。依凤渠、池高水库并入埝的灌区。后更名跃进渠·
．

· ，

1 9 5 8年

．6月，农水科举办农村小型水电站、动力站修建技术培训班。时间1个月，全县拟建

站的1 0余处，每站3人，学习水电站的建设，管理经验。

7月1日，西门竹庐电站投产。总投资8万余元，从竹庐至县城架设2公里6．3千

伏高压线路，保证县城照明用电。 一

9月下旬，农水科．云吟乡在杨公埝以7天时间建成一座l 0马力水动力站。安装3

千瓦发电机和3号打米机各一部。中共乐山地委副书记魏建华主持召开了全区现场会，．并

参观了西门水电站，甘江、甘霖水动力站。

l 1月l 9日，夹江县委成立搿夹江县电气化委员会一。由房建功任主任，任建锐，

秦殿雄任副主任。加强对全县电气化工作的领导。
，

l 9 5 9年
‘

，

’3月1 3日，夹江县农业水利局成立。同时撤销农林水利科。局长黄少全，副局长高

朝明，王春和，6月从县政府内迁往察院街。 ? ·．．

1 0月1 6日，龙华寺水库随行政区划变动，划入夹江。水库l 9 5 8年6月建成I

坝高2。3米，蓄水7 5 0万立方米，灌溉吴场，三洞、梧凤，青州四乡2万余亩田·7

1 9 6 1年

6月2 8日，龙华寺水库被洪水冲毁。连续3天暴雨，山洪猛涨，大水滚滚向库内倾

泻，第一天满库，第二天溢洪道开始溢洪，2 8’日l～1 5 l 0 0，降雨量达2 3 8．2毫

米，溢洪遭渲泄不及，转眼间水与坝平，当坝顶翻水深约3 0厘米时，土坝开始垮塌，下，

午三时左右全坝被毁。

8月1日，华头河(稚川溪)洪水猛涨，华头场受灾严重。河水高达七八米，华头，

歇马场进水，华头电站榨油厂，纤维厂，糖酱厂等被淹。冲走木材5 7立方米，猪l 8

头，房屋3 l间，水碾磨l 3座。为近5 0年未见的大洪水。

l 9 6 2年
厂

四川省委提出： 搿今后几年内农田水利工作应以恢复冬水田为主，修建水利设施为

辅，抓好蓄水保水，做到不违农时地多栽水稻。打

4、5月，农水局人员精减4人，调离4人，申请退职5人，副局长高朝明调离。

9月，林业局、畜牧局撤销。业务、干部并入农水局，农水扃迁青果街，局长杨元

昭，副局长黄少全、宋济才。
’

l 9 6 3年

l 1月，省委重庆会议提出“以电力和机械动力提水灌溉为主，提蓄结合，综合利

用一的水利方针。之后，停止修建水库，并出现一股拔坝风。
一

’

l 9 6 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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