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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渡县水利志领导小组

组长：谭茂

副组长：曾联贵

组员：胡贵禹正阳陈汝鉴刘志东

弥渡县水利志编纂组

1989年9月至1992年5月

主编：胡贵

副主编：曾联贵

编辑：向儒斌王溯孟郭家臣

摄影：杨光明

1992年6月至1992年12月

总纂：胡贵
编辑：向儒斌

图表：向儒斌

校对：胡贵向儒斌
复审：皋国珍

审定：弥渡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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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渡县志副主编皋国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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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弥渡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领导下，县水电局领导和同志们把编纂《弥

渡县水利志》当作水利建设的“软件"工程来抓，组成以水利工程师胡贵、助理

工程9币曾联贵为主编、副主编的水利志编写组，历时3年，广泛征集资料，五

易篇目，两番审稿，在分工撰写、众手成书的基础上，主编统一修改编定成稿

．出版。这是弥渡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水利志书，是弥渡地方的一部历史文献，

它将对弥渡的水利建设、创建稳产高产农田、发展水产事业、开发利用水能，

战胜洪涝灾害，激励后人爱水、管水、合理用水，发展弥渡经济，实现第二个

经济战略目标，发挥积极的借鉴作用。

《弥渡县水利志》综合部类以概述、大事记纵贯古今，统领全志，专

业部类设十章，自然部分三章，应用大量的调查、观测和长期观测数据，科

学、客观地记述了弥渡水资源和供需总量；历代水旱灾害的频率及其成因，人

能部分五章，记述了历代水利建设成就，上起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矣廷

贵倡建巧邑水仓，下至新中国建立后，中共弥渡县委领导人民新建栗树营、大

坝、石牌村、山高村等中型、小(一)型、小(二)型等水库工程和引水工

程、机井、抽水站，特别详细地记述了各级党委发动群众，治山治水、疏浚河

道，对毗雄河截弯改直，对毗雌河、城河筑石堤护岸，排除水患，发展水产事

业，开发水能等事物，把四百年来水利建设的成就展现在志书之中，末尾两

章，记述了历代水利管护、水政人文，这样，把弥渡水利的历史和现状、客观
和主观都写清楚了，完全符合部门志、专业志的要求，做到小而全这是一个特
／■

巴o

《弥渡县水利志》抓住“写弥渡的水’’这一个命题，处处突出了水，写

得深。在自然部分中，不但记述清楚资源总量，而且写出其行政区分布、降雨

区分布、引灌区、坝区、山区、不同海拔区的分布及其自然规律，还记述了水

温、水质和防止水污染等内容；在人能部分一水利建设工程中，均写清了水
库的修建过程、内外结构、库容、效益以及存在的隐患，这些内容，有很高的

使用价值，是水利建设人员和广大农业生产者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志书不是
。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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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闲之作，而是为了资政、教育、传史、启迪后人，本志书正体现“使用"这个

功能，这是第二个特色。

《弥渡县水利志》贯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再现了各个历史

时期，弥渡人民渴求解决干旱洪涝问题的颐望。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凡是治水

有功的官民，都被人民称颂，有的甚至垂碑勒石。通读新中国建立后的水利建

设部分，字里行间歌颂了弥渡人民在中共弥渡县委领导下，意气风发，艰苦奋

斗，不怕牺牲，一个建设高潮接着一个建设高潮的光辉群象，再现了水利科技

人员百折不挠的奉献精神，使人激励，催人奋进，具有很强的时代感，这是第

三个特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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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渡县水利志》贯彻了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等编纂原则，资料详实丰富，篇目设置合理，文字

表达准确、简明流畅，写明了弥渡的水事、水史，是一部成功的部门志，成功

的专业志。但由于资料难全、水平l'lt-,4，错漏、缺点在所难免，还望读者批评

指正。最后，我热烈祝贺《弥渡县水利志》胜利出版! ， ．
。

．．． ．。 ，

。 一九九二年九月廿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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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水电局局长谭茂

弥渡县在大理州东南，地处滇西横断山地东脉南缘，地形复杂，山溪河流

遍布全县，分别汇于毗雄河、白云河、牛街河注入礼社江，历史留给我们这代

人的是旱灾突出、水患严重的破烂山河：河道弯曲狭窄，河堤千疮百孔，坝塘
少而小且长年失修，旱洪灾害近三年一次。旱则赤地生烟，涝则民房漂没，到

处可见沙滩和红田。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治水向来是定国安帮的大事。1934

年，毛主席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社会的
需水量正在与日俱增，办好水利越来越成为全社会关心的大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党和政府、及其领导下的人民，都非常

重视水利水电建设，中共弥渡县委和人民政府，一直把兴修水利摆在首位，集

中全县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修水库，开沟渠、改河道、固河堤，建机井，架

设输电线路，这些数以千计的水利水电设施，极大地改变了弥渡春旱秋涝的局

面，对繁荣弥渡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起了非常显著的作用。
弥渡县治水四十年，成果胜过历史两千年，令人无比欣慰!然而，左倾、

错误留下的后遗症也不少，这本志书能如实记述成绩与问题，可使人们从中吸

取经验教训，探索新的规律，更好的发展弥渡水利。
肿

这本志书，记述了弥渡县的自然规律以及根据这些规律所采用的治理方案

和措施；记述了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建设规模特点，成功与失误；对治水有功

者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记述，对光荣献身者以名录入志。全志记述如实，处理

恰当，我相信定能起到资政、存史和教育的作用。
这本志书，在指导思想上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统领全志，注意了时代

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结合；在篇章结构上注意了地区特点，全面布局，又前

后照应，从属相宜，可以自成系统；在语言文字上注意了通俗易懂而简炼，我

认为是一本比较科学、严谨朴实的资料书。

全志共十章36节17万字，从组建专业班子到字稿成书仅三年时间，这无

疑渗透着修志工作者的改革精神，足资借鉴!愿《弥渡水利志》早日成书出
版，激励后来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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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详今略古，求实存真，力求达到资政、教育、存史的目的，为弥渡水利电力事
业服务。 ‘

二、本志取事重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下限为1989年，建国前

的史料适当上溯，延期至1989年以后的工程则灵活处理。

三、本《志》共10章36节，节下设目，以一、二⋯⋯顺序排列，目下设

子目，以(一)、(二)⋯⋯排序，志以类系事，以事立题，逐层统属，志前设

，《序》、《大事记》入志首，《概述》领志，表随正文，图、照集中志前，《附
录》载入《志》后。

四、《大事记》按时顺序，分条列举，志有则简，志无则详，其编撰依

据，立足县史，部分摘录于《县恭水利志》和水电局档案。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建国前)的历史纪年，采用朝代或国号纪

’年，括注公元年号；建国后，均采用公元年号。

六、引用建国前的史料，一般保持原貌，括注出处，凡涉及机构、官职名
称，按当时的称谓并直书机构名称和姓名；凡涉及古制计量单位，仍使用原计

量单位名称。

七、建国后，因行政区划、机构名称多次变更，志中均采用记述该事发生
时的政区、机构名称。

八、地面高程：除另有注明外，全用黄海高程；建国后的计量单位，全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规定使用，如千克(公斤)、米、秒、公里(千

米)、摄氏度(℃)等；部分术语计量，采用习惯用语，如“立方米／秒”用
秒·立方米，“P=1％"，用百年_遇。

九、志文中的数字表达，以合乎习惯、方便阅读而灵活使用：个位数一般

用汉字，十位数、百位数及以上的用阿拉伯字；小数点后一般保留两位，第三
位四舍五入。 、

。

十、志中的“党99、66党支部’’、“党委"、“县委’’、“地委”、“州委"、“省委"等，指

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相应的委员会；“省、市、县政府"、“革委、人委”等系指相

应的人民政府；“部队"指中国人民解放军。

十一、本志资料来源：建国前的史料，主要来源于州、县档案馆；建国以
． 后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县统计局、水电局和新编《弥渡县志》。



勘误表

页 行 误 正 页 行 误 正

2 25 次 资 42 16 义 瑜
3 5 垒 桩 43 6 Ⅲ Ⅳ

3 34 宁 由 44 36 商 设
4 l 努 动 45 13 斑岩

‘

煌斑岩
4 3 护 扩 50 18 伍朝启 伍朝君
4 17 斤 奇 ’50 21 何世道+ 何思道
4 18 ．县放弃 县不愿放弃 53 10 36年 1986筵

5 3 来t 灭 1、年度2、当年蓄水

5 23 村 业 54 表4．4 无表头 3、上年余水4当年用水

5 34 1967 1989 单位qY立方米

6 3 而 布 54 3 村区 库区
6 21 署 置 72 9 个 人
6 31 在 任 73 27 属南坝 属埋’
6 38 七 巧 82 10 万元‘ 兀
7 4 房 产 84 15 万个 万立方米
7 19 每次二角次 二次 89 10 3·7元 3·7万元
7 32 繁鱼种 繁殖鱼种 90 13 库产 亩产
7 38 宣传品 容 95 16 95毫米 95m2mm

9 24 正 达 97 29 老城厂 老芦r
9 37 苴区 苴力区 99 表8—4 (瓦) (千瓦)

10 7 小型 小(一)型 114 表8 队长 副队长
11 9 16 l·6 114 表13 邹勇 邹荣
14 9 夏突出 夏旱突出 114 表20．21 张朝鲜 张朝选
15 20 和 的 115 表8 却志刚 钾志刚 ，

16 15 桑箐 桑木箐 117 39 1956雄家 1957龙家
20 14 备 积 122 14 谷利红 欲利红
20 20 分 盆 122 33 蒙化水库 蒙化箐水库

，26 表2—1 mm 亿立方米 123 表1 渡县 弥渡县
32 10 总资源 占总资源 124 表lO一5．8 水电厅 水电局
33 27 靖 庆 126 26 十一届一中 十一届三中
37 16 二郎乡 二郎瓦铺 129 11 10．77立方米 10．77万立方米
37 16 二房 民房 129 10 100立方米 100万立方米
37 35 10伏 10千伏 130 31 个工日 万个工日
38 22 1985 1955 139 33 过去 运动
39 2 1227 227 141 21 立方万米 立方米
40 25 何恩道 何思道 147 26 李如海‘． 李如梅‘
41 8 件 每

41 9 江 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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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_⋯⋯⋯_⋯⋯⋯⋯⋯⋯‰⋯一⋯．．．⋯⋯⋯⋯⋯⋯”(1)
、

概 述⋯⋯⋯⋯⋯⋯．．．'”000@O·0@⋯厶⋯·．．．．．，⋯⋯⋯⋯“⋯⋯⋯⋯·⋯·“⋯⋯．．”-⋯”·(13)

第一章 自然概况。⋯⋯⋯．．．⋯”o⋯⋯⋯⋯⋯⋯“^⋯⋯¨州⋯⋯⋯⋯⋯⋯o⋯”(19)
’

第一节 地形j⋯．．．⋯⋯⋯⋯⋯⋯．．．|，0 00,@0．．．⋯⋯⋯⋯⋯⋯⋯‘⋯-¨⋯“(19)

7第二节地质O‘@O·O 000j⋯⋯⋯⋯⋯““⋯⋯．．．⋯⋯⋯⋯⋯⋯．．．⋯⋯o(20)

第三节河流⋯⋯⋯o⋯：j00·‰i00000·00·0’⋯如⋯⋯⋯⋯·二·0,OO O OO@⋯⋯⋯”(21)

第四节。降水、蒸发一⋯⋯一00 ·0 00¨⋯“Ⅲmm⋯一⋯e⋯⋯⋯⋯P⋯·(24)

‘'‘第二章水资源‘⋯⋯⋯⋯“⋯⋯⋯小⋯⋯⋯m．．一⋯⋯⋯⋯⋯⋯⋯⋯⋯．·(26)
。‘

第一节 地表水”：⋯：：：：：⋯⋯小⋯⋯⋯÷·e··eeeO川⋯⋯⋯⋯⋯⋯．，．⋯⋯⋯·(26)

第二节地下水⋯⋯0’0 00 00joo⋯小．；．小⋯⋯“⋯⋯m⋯⋯⋯⋯⋯⋯⋯·o”(28)

第三节水能、地热⋯⋯⋯⋯⋯^“一⋯⋯一⋯．．．eoeO e··ooo ooee·oBi·0000000·；(30)

第四节水质和水污染⋯⋯⋯⋯⋯⋯⋯⋯⋯⋯⋯⋯⋯⋯⋯⋯⋯⋯⋯⋯⋯⋯(30)

第五节水资源开发利用⋯⋯⋯⋯⋯⋯⋯⋯⋯⋯⋯⋯⋯⋯⋯⋯⋯⋯⋯⋯⋯(32)

第三章水、旱灾害⋯⋯⋯⋯⋯⋯⋯⋯⋯⋯⋯⋯⋯⋯⋯⋯⋯⋯⋯．(33)
’第一节 旱 灾⋯⋯⋯⋯⋯⋯⋯⋯⋯⋯⋯⋯⋯一⋯⋯⋯⋯⋯⋯⋯⋯⋯⋯(33)

第二节洪灾⋯⋯⋯⋯⋯⋯⋯⋯⋯⋯⋯⋯⋯⋯⋯⋯⋯⋯⋯⋯⋯⋯⋯⋯⋯(35)

第三节抗灾救灾⋯⋯⋯⋯⋯⋯⋯⋯⋯⋯⋯⋯⋯⋯⋯⋯⋯⋯⋯⋯⋯⋯⋯⋯(38)

第四章蓄水工程⋯⋯⋯⋯⋯⋯⋯⋯⋯⋯⋯⋯⋯⋯⋯⋯⋯⋯⋯⋯⋯”(40)
第一节 栗树营中型水库⋯⋯⋯⋯⋯⋯⋯⋯⋯⋯⋯⋯⋯⋯⋯⋯⋯⋯⋯(41)

第二节小(一)型水库⋯⋯⋯⋯⋯⋯⋯⋯⋯⋯⋯⋯⋯⋯⋯⋯⋯⋯⋯⋯⋯(45)

第三节小(二)型水库及小坝塘⋯⋯⋯⋯⋯⋯⋯⋯⋯⋯⋯⋯⋯⋯⋯⋯⋯(64)

第五章引、提水工程⋯⋯⋯⋯⋯⋯⋯⋯⋯⋯⋯⋯⋯⋯⋯⋯⋯⋯⋯(66)
第一节 引水工程⋯⋯⋯⋯⋯⋯⋯⋯⋯⋯⋯⋯⋯⋯⋯⋯⋯⋯⋯⋯⋯⋯”(66)

第二节提水工程⋯⋯⋯⋯⋯⋯⋯⋯⋯⋯⋯⋯⋯⋯⋯⋯⋯⋯⋯⋯⋯⋯⋯⋯(74)

第三节引、提水综合工程⋯⋯⋯⋯⋯⋯⋯⋯⋯⋯⋯“?··10000 0··000"⋯”(76)

第六章防洪工程⋯⋯⋯⋯⋯⋯⋯⋯⋯⋯⋯⋯⋯⋯⋯⋯⋯⋯⋯⋯⋯··(79)
第一节 河道治理⋯⋯⋯⋯⋯⋯⋯⋯⋯⋯⋯⋯⋯⋯⋯⋯⋯⋯⋯⋯⋯⋯⋯(80)

第二节排涝工程⋯⋯⋯⋯⋯⋯⋯⋯⋯⋯⋯⋯⋯⋯⋯⋯⋯⋯⋯⋯⋯⋯⋯⋯(84)

第三节水土保持工程⋯⋯⋯⋯⋯⋯⋯⋯⋯⋯⋯⋯⋯⋯⋯⋯⋯⋯⋯⋯⋯⋯(85)

第七章水产⋯⋯⋯⋯⋯⋯⋯⋯⋯⋯⋯⋯⋯⋯⋯⋯⋯⋯⋯⋯⋯⋯·(87)
第一节 资 源⋯⋯⋯⋯⋯⋯⋯⋯⋯⋯⋯⋯⋯⋯⋯⋯⋯⋯⋯⋯⋯⋯⋯⋯(87)

第二节鱼苗生产⋯⋯⋯⋯⋯⋯⋯⋯⋯⋯⋯⋯⋯⋯⋯⋯⋯⋯⋯⋯⋯⋯“⋯·(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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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商品鱼生产⋯⋯⋯⋯⋯⋯⋯⋯⋯⋯⋯⋯⋯⋯⋯⋯⋯⋯⋯⋯⋯⋯⋯(89)

第四节捕捞与销售⋯⋯⋯⋯⋯⋯⋯⋯⋯⋯⋯⋯⋯⋯⋯⋯⋯⋯⋯⋯⋯⋯⋯(91)

第八章水电建设⋯⋯⋯_⋯⋯⋯⋯⋯⋯⋯⋯⋯⋯⋯⋯⋯⋯⋯⋯⋯⋯．(93)
第-^节 电网建设⋯⋯⋯⋯⋯⋯⋯⋯⋯⋯⋯⋯⋯⋯⋯⋯⋯⋯⋯⋯⋯⋯⋯(94)

第二节农村小水电站⋯⋯⋯⋯⋯⋯⋯⋯⋯⋯⋯⋯⋯⋯⋯⋯⋯⋯⋯⋯⋯⋯(97)

第九章管理⋯⋯⋯⋯⋯⋯⋯⋯⋯⋯⋯⋯⋯⋯⋯⋯⋯⋯⋯⋯⋯⋯⋯(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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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唐天宝+一年(公元752年) 一 、

珞

南诏国在白崖城(今弥渡红岩)引水环城“设险防非’’。 ．，

明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 ⋯．，

以水灾免弥渡秋粮，这是弥渡水灾有史记载的第一年次，截至公元1949

年，共发生水灾23年次。 。

。h。‘

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 547年)’‘ ，{ ， ，．‘t

弥渡岁大旱，这是弥渡旱灾有史记载的第一年次。截至建国前(1949
年)共发生大旱22年次。 ，- ‘：

· ，
．

明万历年间(公元1 573---1620年) 。一
、 ’

三传千戎职自全中首倡，在苴力开得西溪倒流水一沟(现名苴力下沟)，

是弥渡兴修沟渠有记载史料之首，截至1949年总共建成151件，可适时引水
1510万立方米。

。

。

’

、．

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 587年) 。 。

‘ ；
： ，。{4

《赵州志》记载了弥渡乡约矣廷贵首倡修复“巧邑水仓一的始末，是弥渡兴

修蓄水工程之最初史料。截至1949年，全县已建小坝塘258件，总蓄水量
214．76万立方米。

清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 5年)
‘

·．7．
，

大理郡守张伦治首倡城河改道西流，弥城始免洪患。。一， ”． ，

清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
有《水利条规碑记》，记载了大理府正堂李肖先审定勒石的缘由及目的，

内容主要是“依照古规，革除时弊”，强调按古制水份分水，定下轮水时间，交
接水时刻和海塘蓄水等条规，是弥渡历史上有比较详细记载的用水管理规约。

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 ’一

一大理府事应梧会同弥绅杨玉发等人，勘查河情，了解水灾，发动民众，对
通川河(毗雄河)进行全面疏浚。历时2年竣工，治理总长40公里，有“修弥
渡通川河碑记"。

‘

·，
‘|

·

民国+四年(公元1925年)+ ，．’，r j一，’ ?一

苴力小村杨尧等人首倡，修成苴力锁云桥上石管倒虹吸，全长17市丈，
由节长1市尺石管承插组装，进、出口设石碉龙尾和龙头，称石龙吐水，工艺
精湛。 _ 。‘

，t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 ，

，’

弥渡县政府建设科拨租谷100石补助“河堤主”修理河堤。 、。|·

民国三+四年(公元1945年)’ ：

弥渡县政府建设科按部颁“义务劳动实施细则’，分派各乡民工1 50名疏浚毗



江(毗雄河)，用工共1350名。
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

弥渡建设科组织对城河的规划治理，当年完成分洪石闸和城河的疏挖，还

补助各乡、镇整修河堤12项，用工6870名。
公元1950年7月

9

弥渡县人民政府建设科成立，科长李熙，副科长段文锦，主管交通运输及
农田水利工作。 。，

．．。。

公元1951年 。，，．
“一

一

在中共弥渡县委和政府领导下，全县兴建小坝塘110件。．‘ ：。7

1952年

春，旱灾，中共弥渡县委在土改工作会上堤出抗旱号召，全县在土改工作

队带领下投入掏塘、打井、找水源及挑水，车水保小秧的抗旱斗争。
夏、县成立防洪指挥所，各区、乡分别成立防灾大队和中队，

省水利指导员李如梅开始对大横六箐水系进行改革，’废除封建水规，实行
民主管理。

‘

．，

， 1953年

2月27日，县防洪办公室开始办公，副县长任主任，民、建两科科长任
副主任，银行、贸易公司、县联社、县财委、县粮食局领导任委员；
。’ 春，县、区组织肖家营至登整桥老沟河的扩修。 -’

4月，县人民政府在建设科内增设农林水利科，实为_套班子，两块牌
子。

夏、旱灾，受灾面积4万亩。 ．。： ，． ，．“

秋、洪灾，决堤239口，冲地1619亩。一。
， ‘

1954年 ．．

．· 一：

3月14日’，成立毗雌河防洪工程办事处，至6月8日，投次6604元，投

工8800个，完成拦砂坝二座及石护岸、丁坝等工程。． ， +，．

．

4月，李文端调任农林水利科副科长。 j‘、

6月24日，县人民政府发出《关于1954年防洪工作指示》，’首次成立
《弥渡县防洪指挥部》，副县长张光泽任总指挥，下设巡回检查组、区、乡分别

成立指挥所及防洪大队，由区长或副区长、乡长或党、团支部书记负责，，至七
月初，河堤分段到乡、村负责维修和防汛抢险。 ：’

7月，撤消农林水利科，水利工作仍归建设科负责。9月，洪灾，成灾
1145亩。 ，t

11月，大理专员公署在县辖罗旦乡举办“小型水利干部培训班"，培训人
员共200名，其中弥渡县40名。 ，

11月18日，海坝(大坝)水库开工(原为班局：赤水两乡在52,---,53年

修建的小坝塘)，工程为云南省农林水利局勘测设计：径流面积16．1平方公
里，主坝高12．5米，副坝高8米，库容55万立方米，弥渡县人民政府组织施
工，1955年3月14日基本竣工，是弥渡县第一个兴建的骨干工程，受益竹



■

●

元、班菊、红峰、赤水、史近、张官营六乡农田17683亩。

本年，开始征收水费、泉、箐水每亩收费0．3元，坝塘水每亩O．15元，全

年共收11730元，其中，上缴财政4400元，用于发展小型水利7330元。
年底，全年投资5766元，投工10．64万个，完成毗雄河局部截弯42段，

垒石护岸240段，石护岸8段。， ，

1 955年 ·．

。春、夏、干旱，受灾9000余亩。
‘。

6月，寅街区加会邑地龙工程竣工，工程由建设科设计，寅街小型水利专
业队施工；属建国后较大的地龙工程，设计在八孔桥西截引毗雌河地下水，全

长287米，由取水段和暗涵组成：取水段有反滤设备，由毛块石、鹅卵石、木
炭等组成，长，宽3X4米，高2米；暗涵为圬工箱涵，过水断面1．1×O．8

米，至此。全县已有大小地龙109条，除供人畜饮水外，还可灌田6624亩。
加会邑地龙水源丰富而水质优良，符合人畜饮水标准，年灌田效益500

亩，近几年因取水段过多淤塞，效益日益降低0 、

’’

1956年 ，

’

．春、永大沟开工、引三甲河水，全长7．5公里，县建设科组织测量设计，

永丰、大庄两个高级社施工，故取名“永大沟"，以表两乡功绩，1957年冬竣

工；引水能力0．4秒立方米，是建国后第一条最大的引水渠，引蓄和引灌效益
2500亩。 ，‘

’
，

．b ．

4月7日，县农林水利科成立，7月又改称农水科，科长张汉(12月任

职)．，副科长李森。{_。。
’

5月23日，弥渡县“水土保持训练班”结业，培训人员130名，为弥渡开

展水土保持工作作了组织准备。 一～
，

一’10月15日，弥渡县人民委员会举办小型水利训练班，培训人员217名，

培训时间15天，为大兴水利和兴修小(一)型水库工程作了组织准备。
。， 儿月25日，后海水库开工、工程由大理专署水工队勘测设计，主坝高烟

21．3米，总库容392万立方米，经大理专员公署批准，县人民委员会组成“后

海子水库施工委员会”负责施工，施工委员会主任崔辑先(未到职)，副主任石

中荣、查贵、技术负责何思道、胡贵。’ ．’'‘

。’

本年，在苴力建成弥渡县第一个煤气机抽水站，扬程24米，灌溉效益
200亩。 !

·，

1957年+ ．‘
，” ， ，

春、全县成立三个水管所，原属县管的九个水利管理委员会同时撤消，第
一管理所管理毗雄河上游5乡17条泉箐水和大坝水库；第二管理所管宁游5
乡3条泉箐水；第三管理所管下游5乡3条泉箐水，三所均归县领导，除管水
用水外，还负责宣传贯彻水利方针政策、指导乡、社对水利设施的维修管理。

10月，大跃进(石牌村)水库开工，工程由大理专区水工队勘测设计，

弥渡县委组建“工程指挥部’’负责施工，总指挥崔辑先至1962年9月，已建成

坝高14米，副坝高8．8米，库容230万立方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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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中共弥渡县委人委发出“关于兴修水利，发努县、区级机关干
部捐献的号召"的通知，组织捐献以支援水利建设。

12月，大坝水库护建工程开工，工程设计由大理州农林水利科负责，弥

渡县委组建“工程指挥部”负责施工，’总指挥高鹤楼，技术负责张用世，至
1961年完工，主坝高32．5米，副坝高24．9米，库容475万立方米。

1 958年
1月，后海水库扩建工程开工，上工人数达l万人，至1964年已建主坝

高21．5米，副坝高12米，(引水渠7．5公里)，库容500万立方米。
2月，永跃(山高村)水库开工，工程由省水利局勘查规划队规划，大理

专署农水科测量设计，弥渡县人民委员会组建工程指挥部负责施工。1972年

竣工，1978年补充设计经州批准后继续施工并于1979年完成，计坝高36．5
米，总库容380万立方米。

6月，中央水利检查团、云、贵、川片检查组到弥渡检查，省局刘克荣带

队、弥渡有李森参加，对弥渡县头邑村浅水灌溉水稻十分赞赏。
冬、栗树营中型水库首次兴建，工程由大理专署水工队设计，坝高43

米，总库容1200万立方米，经县委批准开工，指挥部总指挥王松、副指挥舒
飞，技术负责胡贵，在施工过程中，苏联专家蔡纳·诺维厅应邀到水库查看，

曾建议先做好地勘工作，再论水库规模，州、县放弃兴建这个水库，继续施

工，至1960年6月，建成抬头坝高15米，库容102万立方米，1961年省州
定为险库后停建。 一

11月1 El，弥渡县和宾川县并入祥云大县，县农水科设祥城科长毛玉

芬，副科长李森、周启仁。 ． ．

12月，弥渡红星乡实现“三化”(zk利化、绿化和梯田梯地化)，奎和章作

为“三化之乡”的代表出席北京“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荣获有

周恩来总理署名的奖状一张。 一

本年，弥渡春旱，在马房、石咀、高营、河东村等地建临时抽水站，、抽

毗雄河、老沟河水抗旱保苗。 ·

1959年 一

‘

6月16 El开始治理毗雄河，于1960年3月，下游炸滩6段，河东村至苴

力截弯改直12段，投工总计2．18万个。
1 960年

2月，弥渡县火力发电厂竣工投产，厂址弥城西门，厂长邓书贵：设备有
东德产80千瓦柴油发电机组。

‘

，
，

。 lO月26日，大坝水库在检查涵洞漏水中，困缺氧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
杨禹成、万学孟、丁发文、赵从学、黄达五同志光荣献身。 一，

本年，旱象突出，大小春严重减产。 ，。3

1961年 ”
如 4，

2月，弥渡恢复原县制，成立县农业局，统管农、林、水工作。副局长张
汉、崔辑先、杨德、李森。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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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弥渡县水利工作队建立，负责人胡贵，编制4人。。 。’：

6月7日至11日洪灾，弥渡坝区降雨109．4毫米，毗雄河11条支流决堤
37段，长567米，重灾2018亩，其中来产390亩。7月13日至15 El，弥渡

县又一次发生洪灾，36小时内降雨103．9毫米，决堤54段，1037米，农田受
灾1．64万亩。

．8月18日至19 El，降雨116．2毫米，县境发生第三次洪灾，决堤22段，
总长7326米，农田受灾11．66万亩，毁房200间，成灾农户130户。∥。

三次洪灾过程中，全县投入12865人抢险，使用经费共lo万元。 ‘；，

4 11月，县农林水利科作出《今冬明春水利工作意见》，总结了几年来特别

是“大跃进”时期水利工作的经验教训。、
’

’，
．J

，同月，弥渡县人民政府制订《弥渡县水利工程灌溉管理和河道管理规则草

案》、计8章17条，对工程工程的所有权、使用权、组织领导、维修管理和奖
惩作了详细规定。．， ，，

一， ’√’： ：
．’

。，1962年一 ‘t’，，· 、．．。，··一’s㈠。?：；j㈠’
春，大坝、石牌相继成立水库管理所，所长分别是王忠、张俊成、职工分

别为大坝3人，石牌5人。一*
’

· “t 一⋯．，．‘
6月，苴力倒虹吸建成，工程位于苴力锁云桥，‘引密祉郎箐水。县水工队 。

设计施工，全长131．5米，管为铸铁管，用法郎盘连结，设计流量0．264秒立

方咪。 。， 、， ，H
．‘t一一 ．t．‘～．，、}、 ·一’|．’

．，。12月，，弥渡防洪指挥部改建，总指挥王松，12月21，日，召开防洪工作会

议，决定毗雌毗雄河交汇口建石护岸和分水堤，杨德负责指挥，技术负责胡

贵。： 一‘。，，· ’， ．·t，¨，：4

。．年底，县农村局改称农林水利科，·副科长杨德、’李森。一。P、：o：一、
12月末，全县水土流失面积普查工作结束，总流失面积199平方公里，

其中：表面浸蚀172平方公里，沟壑浸蚀8．35平方公里，崩坍8平方公里0‘
1 963年 ’． ’1

‘春，石牌村水库开始续建，州水工队负责补充设计，重作水文和坝坡稳定

分析，定主坝高19．6米，副坝高16．7米，总库容513万立方米，：工程于1970

年竣工，灌溉面积1．03万亩。 二：，，

．。 夏，?县投资7．63万元，社、队投工7．42万个：完成毗雌河桩护岸200’

米，石护岸400米，分水堤400米。一+：+t!“1 ，+’

= ““一．4

9月，苴力小水力发电站竣工j工程由县工交科田大森测设。用苴力大沟’
水，装机容量20千瓦，投资2万元。’12月1日，桑木箐水库开工，工程由县

水工队规划，初定坝高32．6米，库容140万立方米，。1967年lO月峻工，坝高

26．8米，总库容102．6万立方米。 ． 。： 一
’‘

。；一}‘j‘

、 本年，旱、洪、风灾害严重，受灾7万亩。· “．，：、| ，。～

c’ ：o。，
1964年一 ．一 ：。． ’。·．，?、、．州”。

； 1月，后海水库管理所建立，所长李国恩，。有职工27人。“， 一，

、 3月7日，后海水库副坝滑坡，长150米，州委郑刚、欧根亲临视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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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陈善述，区委王松等到现场指挥抢险，采用降低水位，削顶压脚等措施解除
险情，1965年5月，州水工队帮助补勘∥成果有《后海水库地质补探报告》，
之后，．设计前移坝轴75米作枢纽而署，并开始重建，1970年峻工，总库容

540万立方米。’ ．：，㈠一，k 一．。， +。

春、夏旱灾突出。
6月11日，弥渡县人民委员会批准县农水科《关于提高各水库征收水费

标准的报告》。县管水库收费；大春每200立方米0．8元，小春每150立方米
0．4元。 }．

：．， ，’ ，‘，1

，，

∥

√’9月，县农水科根据省州指示，组织了坝区水利工程的清查整顿，并于

1965年2月完成，主要收获有：一是分件查清敢县管水库3件、区管水库3
件、社管库、塘48件、队管坝、塘557件共611件蓄水工程的管理情况，落
实了社队专管愉员114人，兼管437人，、二是查清了611件工程中有涵洞漏水
工作95件，坝基漏水27件，坝身漏水119件共241件病害，落实了三年计划

处理措施，三是查清了坝区蓄水工程的灌溉效益是37711亩，泉、箐水69

件，灌田30832亩，共计68543亩。 ．

冬，弥渡县第一个水轮泵站在牛街区大桥公社大麦地村建成，工程由县水

文工队王溯孟同志设计、施工、扬程1l米，效益30亩。 、。

1965年
‘ -

， ．
。一’‘

‘10月，小西庄水轮泵站开工，工程位于寅街公社东武邑村，引毗雄河水

蓄小西庄海塘，设计扬程56米，两组三机并联，功率85．8马力，流量0．41秒
立文米，1于1966年5月峻工，后因毗雄河改道弃署。 、

10月25日，白云隧道工程开工，隧道进口位于青石湾南出口在白云西

村，全长970米，县委书记张玉琪积极组织修建，州、，县水工队设计施工，
1967年7月1日打通隧洞，故又名“七一”隧道，1969年5月竣工，总造价

20．4万元，为确保水源，1975年纳入栗树营水库南干渠工程。1984年开始引
用水库灌田。

。“

．，年底，苴力水文站建立，有职工二人，站长段其信，业务、技术由州水文
站领导，行政归县农水科主管。．．， ．|

。’ 一，‘

1 966年 +’、 ·． ’。7．： ，．

’·

。”．2月28’日，，中共弥渡县委、县人民委员会以焦裕禄治兰考为榜祥，成立

“治山"、“治水"、“治土"的“三治’’“指挥部”，张玉琪在总指挥，王松任副总指

‘挥，委员共13人，苏子才任办公室主任，治水组长李森，‘治山组长李泽，治
。土组长康寿宁。_．：～’ i 产 ，‘：

。，．+

r，一。'，3月14日，治水、治土小组开始查勘毗雄河、，提出治理规划：重点是截

弯改直和苴力桥上下炸滩。同年4月1日开工至1967年4月，总计改河20．08
公里，用工61．37万个，投资6．78万元‘完成土方72．82万立方米，支砌石方

1768立方米，与此同时，还完成肖家营至登鳌桥老沟河的截弯改直工程，全

长8459米，缩短河道长523米，还完成下邑村至七邑大营老沟河截弯改直
4191米，缩短河长942米：1 ’一．。 j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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