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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四川省《蓬溪县水利电力志》实录我县水电建设於全面、系统

之中，追古溯源，弘扬当今，事直、字简、文朴、史实，呈蓬山溪

水特色，含时代芬芳，图文韭茂．体例完备。遵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精髓，循编史修志正轨，实为我县水电史上搬成的首部

巨著，堪称新志林中一部佳作，不愧誉为又一座文字型的“中型水

库”。

人类改造自然而又改造自己的历史一直孕育在水电发展史中，

水电史就是一部人类的活动史、前进史。《志》书陈述了唐天宝元

年置县以来，千年古远繁演在蓬溪这块版图上的先人浪迹，洪痕旱

域，撮土杯水，靠天求食，含着悲酸的热泪把苦与恨、穷山与恶水

一韭埋入了解放前的那一页。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蓬溪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建立了人民政权，水电事业始步新的途程，百万人民从此

厉志图强不息，指点江山、改造山河、艰苦卓绝、大办水利，在蓬

溪的原野上破天荒地堆砌耸立起来九十三座水库大坝，五处电站，

还有四千多处主要水利工程。而亘古数千年的蓬溪历史，在一九四

九年只留下小塘堰二千零十八处，这怎能比拟?三十六年弹指一

挥，但这三十六年的水电史，写满了不断征服自然，改天换地的历

史，它使世代延传的龙骨车、戽水篼， 已消声匿迹；人磨、石

碾、术篱早已淘汰；松明油灯已经收藏；饮挑泥水的人们不少已代

之自流清泉；充饥的野菜、杂粮已换上米饭、白面。鸟瞰全县，库

塘棋布，“西湖”又添，千里长渠，绿水碧波，万顷良田，华灯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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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特别是与这些工程和效益，用生命和青春结合在一起的水电建

设、管理者们，他们运筹科学的规律，化知识为劲力，把理想深藏

于水库大坝的基层里，奋发在电力火花中，他们将与百万人民一体

共铸在水电事业的丰碑中，写进这历史的一页又一页，永放光彩，

叫我们怎能忘怀!。这本志书，就是这样，用十万正字，用千年历史

作证，珍述了这三十六年的伟大变革，它用事实告诉人们，这是

党、是人民、是水电事业开拓者们的功劳。艰苦创业的历程日、月作

证，辉煌的成就江河可书，志书记下了这一些，但志书的篇幅又怎

能完载那一切?同时，还把经验与嚣训，正确与失误抬上了历史的

公正天平，无疑想论古治今，借鉴致用，推蓬溪县水电建设於更高

景阶。

读着志书的每一页，又实为编写修志的全体同志及各方人士

支持精神所打动。他们五易寒署，几经起伏跌宕，遍寻全县，涉泥

泞而不顾老衰，抱重病而手不失卷，愿书成而不惜死寿，恭询知

音，访求名流，尊人民为师为书，饥餐百万史料，几经翻拆改修，

以难得的求实精神，着力於精益之中，竭思尽虑，字斟句酌，悉心

编纂，集资料、知识．思想於一体，它将永存於史库。近三十六年水

电史的篇章，作为记录这代人的进程，誉其业绩，赞其精神?谓之

无愧；实勘来人刻记，勘未来导引，夏勘发扬光大。历史的功碑、

人民的口碑，让他们去评说吧。历史是写不完的，历史应该是创进

性的，让我们去奋写蓬溪未来水电史的新篇吧!

这确不能成序!但我读了这本《志》，心中实奈静稳，说出了

这些话，请读者金玉斧正。并向关心、支持、参与编写本《志》的

同志们鞠恭致谢。

蒋向东于一九九。年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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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

想。用新观点、新方法和新材料进行编写。寓思想性、科

学性和资料性于一体。

二、本志以县水利电力局掌握的资料为主． K他有关

资料和口碑资料为辅。对说法不同的则进行分析比较或查

证核实，力争做到确保资料的真实性。

三、本志上溯至清初(公元1648年)．下限截至1985

年底。

四、本志以横排竖写、详今溯古、重点突出的方式，

全面而系统地记述水利、电力和渔业的历史和现状。

五、本志以语体文记事为主，附图、表和照片为辅。

六、本志对1949年以前的记年，是用中文数字记当时

的年号，并在括号内用阿拉伯数字记公元年号；对1949年

以后fl：jfa年，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记公元年号；在公元记年

时省去“公元”二字，只记年号。
口



七、本志以《蓬溪县地名录》所定的地名为准，对于

有别名的地名或名称则加括号注明现在的地名或名称。

八、本志对行政单位一般采用全称，但个别地方也采

用了简称。

九、本志根据评审会议决定，既不为生人立传也不以

事系人。

十、本志除概述、大事记外，共分5篇、19章、69节

(附图17幅、表24分、照片34张)，最后为附录，共记10

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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