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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古浑茬欠才曷键

990年7月8日原口川省^大主任何郝炬存视察升钟水库西充灌日时题词

弩南萄邑笑棒秦茂克虎五￡：多￡_．2萃，．．

若∞∞年一№月甚日，在升钟水库右皂干渠和西充干榘竣工验啦会上，口川省人民政

府向西充县指挥部赠送的锦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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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7月8日，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何郝炬(前右三)在地Ⅸ人大工委主任冯希尧

(前右口}、地区升钟配套工程指挥部指挥长彭仕箍(前右五}、地区升管局局长张德方C前

右六)陪同下，视察西充灌区工程时与县上领导合影。

1992年5月22

日，省水电厅厅长续俊

海{右二)在地区政协工 ?、

委副主任郭光杰{右 。^

五)，地区人走工委副主

任文明富(右六】、县有 、

关领导陪同下视察车龙

斗渠工程。
、

气啊

月他日，副省长

邹广严(右七)在

市长李J|{右二)

陪同下在多扶凤

凰山视察共兴斗

渠工程。

、I■



1993年11月21日，世行代表、寝口水利专家

普莱斯【右口)在市配套指挥部指挥长陈道远(左

三】、县委书记张伟荣{左六)、县长刘荣志(左五)的

陪同下检查世行贷款项目双凤镇玉台沟在渠工程。

1996年4月18日，市人大副主任樊荣华C右

)率市人大代表农业组视察义兴镇农渠。

1990年5月，省水电厅顾司齐经维(右一】、总工

程师杨建f右口)、基建局长秦寿远(右三)在地区指挥

部指挥长彭仕箍(右二)、县委副书记李占富(左二)的

陪同下，踏勘中风斗渠。

1 997年4月21日，世行代表、农口水利专家普

莱斯(左三)在省、市、县有关^员陪同下检查世行贷

款工程项目。



1988年9月30日，县委组织日大机构领导、

县级有关部r]负责人、槐树和义兴区领导参观西充

干渠上段施工。

1986年6月，县委在

指挥部开会研究西充灌区

建设问题。县委书记刘国

兴主持会议。原人大主任

杨绍伯、县长杨兴普、县委

副书记李全玉等领导出席

会议。

1991年12月22日，县委、县政府主持召开灌

区工程基本建设工作会议。

1989年1月28日，省、地在县政府会议室召开会议， 1996年12月．南充市人民政府在西充凤

研究升钟灌区建设问题。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有省水电厅副 凰山宾馆召开竣工决战动员会。
厅长谢成荣{左一}、行署副专员文正经(右二)、原地委副书

记李世德f右一)、政协工委副主任郭光杰{右三)、地区指挥

部指挥长彭仕越(左二)。县委书记刘国兴(左三)在大会上

发言。



群众施工



囊家嘴分水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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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总干渠西充段

。嚣壤

西充干渠末端分水闸

姥璃磅霹擘≯

趣两鼬

西充干渠吉家坝渡槽



跨渠公路桥 ．．■
西充干渠张柏垭隧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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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婆喜看幸福水

1991年4月28日．

在义兴镇西充干渠吉家

坝节制闸举行升钟水进

县城剪彩仪式。原地委副

书记李世德、地区人大工

委主任冯希尧、地委副书

记赵培善、行署副专员谢

正顺、具委书记杨兴普剪

羲
。《搠

1987年5月5日，西充

县代表刘国兴(右八)、杨兴普

f右六)、晏绍婴(右口)、付全

清C右五】、萱百祥【右九)、李

国义{右)、张先儒(右三)、

任东忠(右七)、马成松{右二)

参加升钟水库枢詈丑竣工和右

总干渠通水庆祝活动合影。

1989年4月1 5日，县级领导、各日E长、县级有

关部门负责人共60余^，存义和乡参观义和农渠试

水，庆祝升钟水进^西充境内。



1991年4月28

日，县城1800多名

干部群众举行声势浩

大的街头行进表演，

欢呼升钟水进县城。

991年4月28日，县级领导和相关方面负责人与参加升钟水进县城庆祝活动的历任县委书记合影。

1995年12月26 R，西充县代表费云良、赵仕

金、付全清、董百祥、任思奇、任东忠、庞明德、何永庆、

李春果参加右总干渠和西充干渠竣工验收会议合影。

1998年10月8日，县政府召开15条斗

渠竣工验收会议。



1998年10月9日，口川省升钟水库期西充

灌区工程竣工庆祝大会会场。

1999年7月14日．

县政府在凤凰山宾馆召开

流马支渠、华光支渠、群蒋

分支渠县境内渠道竣工验

收会。主席台上就坐的有

副县长何永庆f右一)、市

指挥部指挥长蔡维钧(右

二)、市总工程师马义荣

(右三)、县长李德平(右

口)、市重点建设领导小组

顾问文明富(左五)、郭光

态【右六j。

1998年10月9日，县委书记王华敬(中)、县

长李德平f右)、副指挥长应明德f左)接受市委、市

政府、市指挥部颁发的奖牌、奖金。

998年10月9日，市县领导与县指挥部历任正、副指挥长合影。



序

西充县水利局局长、党组书记 雷冰

水是生命之源，是万物生存的必要条件。没有它地球将是一片混沌，人类社

会也就不复存在。历史证明，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治水兴利的历史，水兴则百业

兴，水利则百业利。饱受十年九旱的西充人民对此深有感触。他们永远不会忘

记，是党和人民政府想人民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兴利民之千秋大业，建升钟水

利工程，凿川北之红旗渠。自从有了升钟水，千里灌区山青水秀，草长莺飞；六畜

兴旺、肥鱼欢跳；稻麦香，红苕甜；蔬菜绿、瓜果鲜。百姓发自肺腑言之：“升钟水

甜，共产党亲”。

升钟水库灌溉工程可谓民心工程、德政工程，如此伟业应史载千秋，传颂万

代。由西充县水利局、西充县升钟水库灌区管理局共同主持编修的《升钟水库

西充灌区一期配套工程建设志》顺民之心，应历史之需面世了。它填补了四川

省无升钟水库工程建设专志的历史，实乃我县人民的又一件大喜事，西充精神文

明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可喜可贺!

该志由修志专家和水利专家共同主编，使修志专业和工程建设专业有机结

合，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地情书、资料库，志林又添一奇葩，向国庆60周年敬献一

份厚礼。

愉悦之际，欣然命笔，草成此序。

二OO九年仲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

全面反映升钟水库西充灌区一期配套工程从建设到综合利用以及工程管理的历

史发展过程。

二、本志上限为1970年1月，下限为2000年12月，个别地方适当上溯。

三、本志体裁以志为主，述、记、传、录、图、表综合运用。横分事类，纵述历

史。

四、本志在结构上设篇、章、节、目4个层次，个别“目”根据需要增设“子目”

层次。

五、本志人物部分，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设立人物事略、先进人物名录，其

余需人志的人物，采取以事系人的方式进入有关篇章。

六、本志附录收录难人专志而又有存史价值的资料以备查考。

七、本志以规范的现代汉语行文。年份采用公元纪年，地名、机关名、行政区

划名均以当时称谓，度量衡除特殊情况外，一般采用公制单位，数字的用法按国

家技术监督局1995年批准实施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执行。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庞明德个人保存的原始资料，个别资料来自相关档

案资料和地方历史文献，个人口碑资料经考证后入志，出处均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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