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_

而‘
川巳'

士
／≮二，

赢汕靖

卢东省汕头市水和电力局．．。编



／1

汕头市水利志
广东省汕头市水利电力局编

广东科技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志叙述了汕头市的水利发展历程，突出反映了

建国以后汕头市水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本志共分十六章，另设有概述、大事记等，并配

有彩色插页，本书体现了科学性与思想性的一致，搜

集资料丰富，是一部较好地反映汕头水利的专业书。

汕头市自1991年起分为汕头、潮州、揭阳3个地

级市，原辖地域现统称潮汕地方。本志记述范围包括

整个潮汕地方。因此，也可视为潮汕水利志。

本志可供广大水利工作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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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汕头市水利志》的编写工作在汕头市水利电力局领导下，经过编辑组同志八年辛勤

劳动，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整理和编纂工作，全面、系统、详尽地记述了潮汕地区治

水斗争的历史和现状，总结了经验和教训，颂扬了历代先贤和现代英豪的业迹，展示了

未来潮汕水利继续发展的前景。这是一部将要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作用的史志。

我是1953年参加粤东水利工作、1956年调水利部广州设计院和广东省水利电力厅工作

到1983年离休的老兵，由于曾经参与并一直关注潮汕水利，对此感到特别亲切和鼓舞。

汕头市是广东东部沿海的历史名城。市志所述各县，地处韩江下游，境内除韩江河

网外，还有黄冈河、榕江、练江、龙江独流出海。它北背莲花山脉，南临南海，属冲积

平原，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四季常青。但由于降雨时间和地域分布不均，夏

秋雨多，冬春雨少，山区雨多，平原雨少I且有连续多年雨多、多年雨少的自然气象特

征；加上台风带来暴雨暴潮，因而常现水旱灾害。随着历史的发展，人I：1不断增加，人

类活动增剧，土地利用增多，自然植被遭受破坏，水旱为害尤为突出。历代先贤为生存

而率众兴修水利：建堤围御洪潮，筑陂圳，修涵闸，挖塘打井灌农田，有的开运河通舟

楫，均取得了～定的成效。但因限于社会制度和科技水平，所建工程小且少，抗御能力

低，不但常年灾害不断，稍遇较大洪潮和旱象，则遭灾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家破人亡l不

少乡民无以为生，逼得漂洋过海、远渡重洋到异国谋生，汕头因而成为华侨众多的侨乡

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除害兴利”的

水利事业，连续不断地发动群众兴修水利，采取引、蓄、提相结合，大中小工程并举，防

治并重，综合治理开发的方针，建水库、筑陂坝、开渠道，拦洪、灌溉、发电，环山截

洪，机电提水以解决旱涝；整治河道、裁弯取直、塞支强干、修堤建闸，防咸蓄淡，抗

御洪潮成灾；围垦滩涂，扩大耕地I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保持水土；利用水土资源，开

展综合经营等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到1985年，灌溉面积已达耕地面积的94．3％，已整

治易涝面积的92％，已整治洪泛区和潮患区的93．7％，围垦滩涂达34万多亩，小水电

装机达17万千瓦，还为城乡居民和工业用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源。由此，潮油大地山河巨

变。不仅解决了常遇的水旱灾害，促进了城乡国民经济的发展，还为实现现代化奠定了

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是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

成果，是广大人民群众和水利工作者劳动、智慧的结晶。其建设规模之大、速度之快、技

术水平之高、受益范围之广，是史无先例的，是历代祖先无与伦比的，也是我们引为骄

傲和自豪的。

潮汕水利，有成就也有失误，主要是在。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对

事物的认识脱离了实际，因而要求过急过高，不尊重科学，盲目大上快上，造成面过广、

线过长、遗留问题多的被动局面，使不少工程未能如期安全发挥效益，有的还造成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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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浪费；加上没有认真贯彻合理负担政策，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之后才得到纠正，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腾飞，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在20年内实

现现代化的要求，潮汕水利仍面临艰巨的任务。不但要加强现有工程的管理，继续开展

综合经营发挥最佳效益。还必需针对抗御更大洪潮灾害的难点，继续兴建一批境内外控

制性工程和加强江海堤防建设，以防特大的水旱为害。同时还要封山育林，含蓄水源，达

到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这些任务的完成，有待今后长期不懈的努力，任重道远。《汕头

市水利志》的出版，有助于来者的借鉴。我衷心祝愿史志生辉，为实现潮汕现代化的宏

伟目标，造福人民，作出它应有的贡献。潮汕人民的水利事业必将沿着时代赋予的历史

任务，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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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按“以事分类，横排纵述”的志书通用体例，分章、节、目三个层次撰写

(个别目下面还设小目)，辅以图、表及照片。

二、本志是汕头第一部水利专业志，上限以查到最古资料为起端(始于北宋初、距

今约1 000年)，下限截至1985年，惟《水库移民安置》章因求记事完整，下延至1986

年。照片有的也系1985年以后拍摄的新貌。

三、本志按“详今略古”原则，重点记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后的史实。

四、建国以来潮汕地方建置屡有变动。现市属各县曾先后隶属潮汕专署、粤东行署

和汕头专署管辖。本志叙事范围及统计数据均以1983年汕头地市合并后至1985年的行

政区域为准。凡涉及整个粤东地区或汕头专区的记事或统计数，用“全地区”或“全

区”表示f仅记其中属于今汕头部分的，则用习惯称呼“潮汕地方”或。潮汕各县”表

示。对地市合并前的汕头市，则称“原汕头市”或简称“汕头’’。

五、本志所载历史纪年、地理名称、政权机构和官职等，均按当时称谓。历史纪年

用括号加注公元纪年。古今地名不同的则夹注今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

元纪年。年代记载无特别标明某世纪的，均指20世纪。

六、本志凡称“建国前”、“建国后”的，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后I凡简

称“党”的，系指中国共产党；凡称“县委”、“市委”、“地委”、。省委”的系指当地中

国共产党的地方委员会。

七、汕头各县水利部门采用的地面高程基面有“珠江基面”、“黄海基面”、“韩江冻

结基面一(也称“汕头海关基面”)和“假定基面”几种，本志记述均按原采用基面不变

而加注明。

八、本志记述历史上的计量，一般按原记载或加注折算现行计量单位。1949年10月

以后的记述按1984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但有的计量不便

折算，则仍按当时采用的单位，后加注法定计量单位。

九、数字写法按规定一般采用阿拉伯数字，但对夏历纪时和各朝代的历史纪年以及

词组、惯用语等，则仍用汉字书写。

十、建国后各种统计数据基本以汕头市统计局及市水电局的统计年报为准。统计年

报上没有统计的资料，则另行搜集或从各县水利志(或志稿)中摘取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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