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明县专业志选辑

———～
006825

——～～～～

高明县水利志

焉

軎器量奎裂秦容璺编高明县志总编辑室刑



’

j：。。一． 。高明县专业志选辑 ．，?9， ‘。‘

’4

．

·

e ：，

高 明I县水u-．j利’志

主 编陆治乾

责任编辑杜灼华

“

‘校 对 苏志勇
．。，

‘-- ∥ ：

，摄⋯影。。苏志勇

陈，颖
{ { ‘。

j枉妁牵’·。

编，

局

室√
力辑电编

嗍

利．总

年

水

志

g；

县

县

月

习

明

明高高



《高明县沓利志》编纂领导组
，

7· 一

。

j

7组长：梁庚生． ：， ’：。 ，j’

副组长：谭相坤．
·‘

1、

●

‘

一成员：廖器超‘张；棉 冯喜成．利友华
《

惠 ，

．一 ，．’ ：
”

J

一．。 。《高明县水利志》编写组，．
*

|‘

● ’一一
、

主，．编：，谭相坤⋯～

主 笔：廖毅超。张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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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边缘，地处西江下游的右岸，高明河 ．

江。西南部是丘陵山j区，．易旱；东北部

涌交错，易潦。，因此，j：“水静‘对本县的

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关系重大。历史上由手j譬水?、．。。造成

的自然灾害，或潦或旱，。使经济发展缓慢、、倒退，形成生产毁’灭，：浓村

萧条，人民群众生活贫田、2流离失所的惨景屡见不鲜⋯：‘．‘。：。：■：、、：r．、

■。．“水●．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物质财富，是人类生存j：‘生活必不可少

的要素之●是它可以造福人类，也会殃及社会。问题是人类要通过自己

的努力按照自然规律对它进行治理，。开发利用，除害兴利，。使之成为

；．冰利一。，．：．。-■，j I‘。一、一～j，¨．j．；+一’I■、，‘，，，o j。．～‘!。

．，历代的人民群众不断起来与水作斗争，除害兴利。古代有大禹治水

}譬。’ _及李冰父予修筑都江堰水利工程有功而万世流芳。我县早在隋朝便有宦

‘．， 妇冯门白氏捐金钗筑陂灌田，’后人为纪念她的义举起名为金钗陂。继后

， ．鼍妻二霉!(罢凳篓嚣墨詈羹，萎爹蓦爹惹蒙耋；羹嘉耄；篙袭爹毒囊妻
’

横桐堤而防潦，，发展至清代本县的防潦堤围系统已基本形成，再经过民

．国时期的联围筑闸，’1堤围规模才逐渐扩大。，但由于旧社会历代政府的腐

败，：官员贪赃枉法，'不管入民群众的生产，：j生活，：治水不力；水旱灾害

}‘ ，连年发生。。，建国前，』，。山区的群众就有这样一首顺口溜；；-一日大雨水冲

田，一三日‘无雨水车见，一十日无雨田龟裂，．天公若是不可怜；农民生涪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连天。”围田区的农民也有他们的顺口溜：搿年年种三收，。三年难一收，
，

三年都无收，前世无修。”又有：““西江洪、。沧江潦，三年崩两年，剩

下一年遇天旱，天公为何不作美，?鼍皆因堤矮无人理。一由此足见当时水
“ ‘

利工程是何等之残缺，抗灾能力是何等之低。真有绿水青山枉自多，农

‘民无奈水旱何之慨。_·■． 。．．o．一‘。。l：，?

、．，．建国后，在共产党及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制订了治水的方针政策；’

设置专职治水机构，开展治水运动。：本县的广大人民群众，i人，干部

·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精神和愚公移山的毅力，在全县境内绘

制水利建设的新图。‘五十年代，为了恢复生产，用P2 T代赈的形式；利

用互助合作的集体力量，在全县掀起了以防洪，抗旱为重点的农田水利

。建设高潮。扩大了农业生产的保收面积，4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促进了

农业生产的飞跃发展。后来由于搿大跃进”，，膏公社化”带来了盲目蛮干和

畲大求洋，过商估计了当时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水利建设面过广、一

战线过长，速度过快，超过了承受能力，以致水利建设计划失调，迫使

部分水利工程下马或缩减规模和投资，、遗留下大量向题；六十年代初，

水利建设贯彻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面进

入调整，’以调整、扫尾，配套、挖潜搞好管理为方针，以防洪排涝为重

点开展水利建设工作：引进了电力的使用，。建成了一大批电力排灌站，1

解除了10多万亩低洼围田的涝渍灾害，从单造变成双造：水荒地变良

田，’堤围防御能力提高到·“lo年一遇一的标准，．为本县农业生产实现了

第二次飞跃。+1966年后的十年搿文化大革命詹动乱中，-各级党政处于瘫

痪状态，’农业生产仍取得稳步的增长；粉碎了“四人帮一≥拨乱反正≯

但一个时期之内，左一的思潮还起主导作用j “农业学大寨一：0 “大批

促大干”。o，重新安排河山挣等的极“左?口号_时风起云涌，，改河：
、

、

2

1

^
I J



，， ．平整土地并块，人造平原为主的农田基本建设风，搞乱了农田水利建设

的一贯方针，忽视了现有水利工程管理。这时期本县虽建成了一批小水

电站，但未按客观规律办事，。缺乏科学分析，装机容量偏大，设备不配

套，以至经济效益不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搞

}≮ 活的总方针指导下，水利工作转轨变形，服务全社会。重点以搞好工程
L

I· 管理，着眼于管好用好现有水利工程设施，搞好除险加固，配套挖潜，．

’巩固提高，以提高工程效益为中心，防洪排涝为重点，：突出江河堤防的
，- 整治及电力排灌设施的更新、改造¨以改革水费征收、i开展水利『土程的
· ：综合经营及层层落实水利工程的承包责任制为指导方针i‘几年来取得了

4可喜的成果。

三十多年来，水利建设的历程，无论经过多少艰难险阻、风风雨

雨，，毕竟还是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现在已形成了一个防洪、排涝、抗旱

的水利工程体系，为本县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总之，纵观

这个历程，既有春风杨柳，也有柳暗花明。《高明县水烈志》就是如实

记述这些过程，把千秋功罪留给后人评说。 ．

}r‘ 三十多年来，水利建设的成就；是宏观在握，微观待理。成就得来 ·

■ ’不易，遗留问题理顺也难·惟有通过编写这本《高明县水利志》， “挚’
·

尸 砖引玉詹激发后人去承先启后，继往开来。 -

I 创业艰难，守业更难。治水斗争任重道远。今后更要下苦功夫：，一

，是狠抓现有水利工程的管理养护、维修加固，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工程效

益；二是继续抓好堤围的加高培厚：除险加固及电力排灌设备的更新、改

造，适当提高标准，加强抗灾能力；三是要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 ．

按自然规律办事，因地制宜，开展以河流．水系为对象的治理，根据需

要与可能，新建必要的水利工程，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日益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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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高明县水利志》的撰写；+是本著详今略舌的原则，，童点_记述中’华
’

从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三十多来，本县人。民在币：自共产党及各级人民政府4 ，

：的领导下，÷．自力更生|'j艰苦奋斗，：’开展治水0除害兴利所取得的成果及

羟验、教训，．留存给后入，古人说t～～_治郡国者以志为鉴t．；’：嘉童《高

，明县水利志》对后人有所启迪。·在此也借用二点篇幅了’响曹经为苯县、永 。7

利事业|：i为抗击水旱灾害出过力r作过贡献的同志≯尤其自在永利战线 气
。奋斗三十多年的老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二超希望本县。永利战’线全诛同
’仁，．似古人大禹、．李冰父子为榜样，。继续发扬艰苦奋斗：：．愚公移．山的精
神，’开拓我县水利工作的新局面．j．：j‘_’蠢j：l：．1|暑-二，’_-jjj i：。奠毒、采

．，一’j、l；弘。‘i ．

’-’‘‘．1，‘’o J|一∑≮．≥：：：o一■。畏江矗j_谭藉坤“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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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凡 仞，

一，本志编修断限上起所载事物之发端一下迄1986年a：
’ 二，结构以概述为纲，大事记为经，章为纬；、一般分为

章，节，目3层次，个别下行至小目，．随文配以必要的图，‘

+表．照片。．
。

三、行文使用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寓观点

子材料之中。 ：

四、对一些专门称渭，除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外，其余一

般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解放前"，

“解放后"，等等。． 、 一 ．

五、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地名，除必要时

用历史地名外，均用今名。 、

六，本志地面高程采用珠江基面(水准)原点为起点；计

量，解放前按当时习惯使用，解放后采用公制。

七，历史纪元：民国以前年月日以汉字书写，民国期间

年月日以阿拉伯数字书写，均夹注公元纪年(同一节内，只在

首次出现时夹注)；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八，本志编修断限期间的文献资料，因散轶严重，有些

无法查核，’部分节目不得已记其大端，略其末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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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县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的西翼，地处西江下游，，是

：省均有名的农业基地和粮产区a：县境东西长55公里，南北宽38公里，总

面积954．97平方公里，其中：山丘区占66．63％，平原围田区占33．37％．

- ·全县共有10个镇。其中，舍水，更楼，新圩，，杨梅和明城镇西郊

．(明城以西)属山地丘陵区；明城镇东部(明城以东)。、人和，三洲，

．，西安，富湾和高明镇(县城所在地)属平原围田区。山地丘陵区多枕山

为田，雨水东泻而下，患旱而不患涝；。平原围田区皆濒江河为田，旱涝
皆患。．-为防洪，早在南宋成淳二年(1266年)，便有先民罗隐孙等率众。

修筑罗岸堤；为抗旱，明永乐年间(1403_一1424年)，．又有罗塘都民
； 严显等奏准明廷兴工创筑罗塘陂，凿石为圳，引水20余里，灌5都民田

1．150余顷。经过历代劳动人民的努力，到晚清期问(1840一～1．9l 1年)，

。金县已建成60余处陂塘和20多条围堤。但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建成’

的水利设施仍难以解决境内的抗旱防洪问题，农业生产仍主要靠天吃

4饭·据旧志记载，咀代(1368一一1644年)发生水灾15次，旱灾2；次；．j

。清代(1644一_1 91 1年)发生水灾47次，旱灾1 2次。． ．

、

。：：民国期间(1912一一1949年)，水币]事业发展缓慢，新建水利设施

’少，原有的水利设施维修，j管理不善，仍难以抵御洪涝旱灾。山地丘

陵区多数农田仍为?望天田一，靠雨水滋润；，平原围田区的堤围低矮

单薄曩”抵御不了．5年l遇的洪水。据统计，、1 91 5年至1 949年堤围崩决

20次，其中受灾面积万亩以上的有18次。：发生2次较大旱灾。堤围区群

众中流行“三年两年崩，唔(不)崩天大旱”的凄凉话语，人民生活困



。解放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人民全面规划、统筹安排以大力兴7

修水利。20世纪50年代，、先后在高明河下游的平原围田区大力加固堤

防，修建机械排水工程；60年代，又陆续新建及改建了一批电力排灌工

． 程，并在上，中游山地丘陵区兴建了一批蓄水，引水和小水电工程；

70年代，除继续兴建蓄、引水工程外，还进行加固堤围、水库和工程配套 1

X-作，以提高防洪抗旱能力；进入80年代，。重点搞好江河堤防的除险加 h

固及电力排灌站的调整巩固更新，’、并做好其他水利工程设施的管理、维 ▲

修养护、。’除险加固和水费征收工作，’开展管理单位的综合经营，发展经

济，。改善职工生活待遇，稳定水利队伍。到1986年，全县的水利设施已

可以抗御常见的洪涝旱灾，：自然面貌和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观：防洪工

‘程一一加高培厚或新筑大小堤围13条，总长89．23公里，j捍卫耕地面积·

：15．47万亩、受益人口io．36万人·’其中，。县境西江干堤长17,48公里，

‘能抗御50年1遇洪水的有9．45公里；+。谪明河堤总长71：75公里；能抗御

20年l遇洪水的有17．6公里；i其余的可抗御lo年l遇洪水；蓄水工程
’

‘_一建成中型水库2宗、’小(二-)型水库7宗，、新修或重建小‘(三)型⋯．f’

水库61宗，：塘坝432宗，总控制集雨’面积147．27平方公里，‘总库容

．．6269．52万立方米，灌溉面积1f．08万亩；‘引水工程二一建成或重修了 ‘．’

灌溉千亩以上的引水陂9宗、’百亩以上的43宗，灌溉面积7．93万亩；+

治，涝工程——建成电动排灌站22宗(100珏以上)'j’总装机78台，容量． ◆

’10195珏，排涝面积1,6．89万亩(其中耕地12j92万亩)；提水工程一。建成

固定的电力提水站30宗，。装机265台，容量51】1 3：4碰，。灌溉面积1 1．1 8万

．．亩。全县有效灌溉面积(已剔除重复灌溉面积)占。全县耕地面积的

’．89．5％，其中旱涝保收面积19．22万亩，‘占耕地面积的74：8％√。

≯‘但也存在隐忧一：l、t‘筹建新项一目难，资金难筹，入员难抽；2，部
。

·

分水利工程管理不善和失修；‘效益下降f。这些是发展水利事业中亟待解 、

． 决的问题：．!o’|．。≥，：≯ ：．?j：：、J：：¨。，’?’t?r·’r’’一‘ ’』。一。～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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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成淳=年(1266年)

，． ，
C一说为北宋至道=年t妁6年)了’

‘

t，罗隐孙等筑罗岸堤，开墩涌，小陌2窦。谭源辅等筑横稿堤(今并在泰和围内)·
t

南宋戚淳八年(1272年)j ．

陆源等筑大演堤(今在泰和围内)··．：．， ．‘
。1

元至正十=年(1352年)

邓源远等筑柏树堤(，今下南岸围)。刘平昆等筑榕村堤(今在泰和围内)。，‘。
·

．
‘； 、 。

元至正十五年(1855年)’ ，’
、一’l

徐文瑞等筑罗郁堤(今罗秀堤)·≈!～。一：，i’：。、：，
。

二‘r

。

、 元至正年间(134l一13S8年) 。 ，． 。。。
r。 ”’ 。”

‘‘
． ： l

· ，

黄泽，邓德达等集各乡乡民刨筑大沙堤，西北自禄堂村起，东南至石头庙，包上仓，，清

泰，杨梅、罗塘，田心．5都钱粮税田500余顷，包lo余村，中下则水患税田loo余顷，又作蓄
永之地。’ ”一j。

，’

’一

‘、‘’．’

太平=都乡绅夏飞风等集众创筑陶筑堤，：高1丈2尺，周围1810余丈。

范州，古坝二都乡民刨筑白鹤堤，高l丈5尺，长1980余丈。 ．
v～

范州，古坝二都乡民创筑霄陵堤，高1丈，周围900余丈。

， 范州、古坝，罗塘、停步4都乡民创筑南岸堤，高l丈2尺，周围500余丈o．

．i范州、古坝=都乡民刨筑俊州堤，高l丈l尺，周围200余丈。c‘、： 、．、

t’

罗塘，古坝=都乡民创筑企山堤，高l丈2尺，周围300余丈。

田心都乡民创筑菰茭堤，高l丈，，周围720丈(今并在三洲大堤内)。

乡民刨筑绿葱堤，捍田7暖，同菰茭窦出水(今并在三洲大堤内)0 ，，。

乡民创筑蛤菜堤，乌石堤，鲇捅堤，3堤相连，高l丈2尺，周围500余丈(今并在三

．洲大堤内)． 。一q_．
⋯。、 。

罗塘都乡民创筑东坑堤，高1丈2尺，周围800余丈<今并在三i}Il大堤内)·

罗塘都乡民创筑铁册堤，高l丈2尺，周围100余丈(今并在三洲大堤内)·
”

‘田心都乡民黄泽集众戗筑伦捅堤，7高1丈2尺，周围500余丈(今并在三洲大堤内)·

罗塘、田心=都乡民刨筑梅予岗堤，高l一丈2尺，‘周围200余丈(今并在三洲大堤内)·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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