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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要县水利志》经我们审定，认为该志资料丰富，体例恰当，

结构严谨，文字流畅，是上乘之作，可出版成书，作内部公开发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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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提水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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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利镇金东◆

排灌站进水池

．．金利电动

排灌站外貌

．．九坑河水库大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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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梅水库主坝◆

·九坑河水库
二级站双坑渡槽
净跨102米

●杨梅水库

首丫塘溢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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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历史上高要水害频繁，民国尤烈，，38年内29年有决堤。民国四年大

水，堤围区几乎尽沉水底1 1哟年大水，仅保住景福、大湾一联安、
金东等围，其余尽决。还连年大涝，金利人民有“抛儿弃女在路头”

的悲叹。民国卅二年和卅五年大早，．夏禾失收，米价旬日间涨十倍，

饥民处处! ．，一． 一

‘

1949年10月高要解放了，人民从此得到新生，高要县的水利事业

展开了新的局面，60年代以前，紧紧抓住防洪为重点，结合排水蓄水

工程；60～70年代，以截洪、电动排水为主，大搞治涝工程；70年代

在山区搞比较规模的小水电站；80年代水利工程以巩固为主。在党和

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短短的四十年，已使大汛能保堤，大涝少受

灾，大旱保丰收"，四十年胜千年”是高要人民的豪言壮语， 搿没有

共六党就没有新中国"，高要人民在衷心歌颂。。没有水利建设也不能

带来今天高要农、工、矿、商各业的繁荣。 一

四十年奋战，彻底改变了河山面貌，，值锝高歌，但也做了一些错

事值得记取。今天高要的水利事业∥也还未尽善尽美，，时代在前进，

紧跟着时代前进的步伐，把高要的水利事业更好的发展吧!

泛罨海
l 9哆队协j、妒



序、 兰

‘《商葵县水翻‘恚》在该县地方意中占肴二-个特殊重要的位置。解放

以来，该县农业生产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一九八七年全县稻4谷总

产量送到矿托带许，等于二-九五O年全县总产量2．吼市斤酌3．33倍。
这-巨犬变化，使该县农民永选告瘌了千年饥饿史，赢得了温饱的嗽

利，并为进一步发展该县农业生产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五平年代

类国国务卿受裔逊先t生关手中皆冀产党无法解决这么多中国’天食饭问

题酌攒言彻底‘破产了。导致送。历史巨变的因素是爹方面的，但积极

井赓永剂。建设，改善水衬i程设施，一战胜严重的洪涝旱灾害，则：是一、

芥关键性婀措施。 《高妻婆汞刺志莎以大量史契对送。点作了充分

的、实事求是的验证。 --

《水莉患》’明二白‘无误地告诉我们，高要县水剂建设事业曾经走过

-段艰辛时历、程，才取得夸天这样辉煌的成就。解放以前，该县各项

水利设施残缺不全，抗灾能力薄弱，农业生产毫无保障。金县约85叻

酌农田，I'处于西江洪水威胁之下，而作为屏障的大多数堤围。，却年久

失修，抗灾能方薄弱，稍遇较高水位，时有溃决。其次，县内洼地积

水因缺乏必要的、排涝设麓，无法及时外泄，形成低棚严重涝灾；全县

约二三十万亩低田经常受浸以致减产失收。再其次，因缺乏必要的灌

溉设施，全县约有莹三十劳宙壤田：蕴常因缺水灌溉而受旱，生产极不

稳定。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不解决这么严重的洪涝旱灾，发展农业生

产只能妒鸯空潞菩解旋伊娥高要县党政领导便把大力兴修水利、



抗击自然灾害看作是稳定农业生产进而发展农业生产酶关键性措施。

为了确保安全，高要县党政领导便发动群众，对全县大小堤围，进行

联围筑闻缩支强干全面培修加固，清除险工隐患。经过三十余年持续

不懈的努力，大大提高了各大小堤围的防洪能力，使县内各主要堤围

虽经受多次较大洪水的袭击，仍确保安全渡汛，保住了堤围，也就是

保住了广大人民生命财产和农业生产的安全线和生命线。但旱涝灾害

末灭，农业生产仍难稳定，更谈不上发展。 《水乖3志》告诉我们，一

九五五年以后，在继续维修堤围、确保安全的同时，高要县党政领导

不失时机地发动群众开展排涝灌溉工程，陆续兴建塘库陂圳、环山截

洪、整治低蝴排灌系统和兴建电动排灌站等，经三十多年的努力，逐、

步形成以各水系为单位的比较完善的防洪排灌工程系统，大大提高了

水利设施的抗灾能力，使原有廿多万亩受浸的单造田、荒瑚全部改为

双造，使卅万亩左右经常受旱的农田保证灌溉用、水，从而使全县大部

分农田达到早涝保收标准，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稳固的物质基

础。

《水利志》如实地、详尽地记载了卅多年来高要县水利建设事业

发展的轨迹，它饱含着党对该县人民的无限关怀，体现了高要县广大、

人民艰苦奋斗、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它也凝聚了广大水利工作者为

水利事业而辛勤劳动的心血和汗水，也反映了该县水利建设的艰辛历

程。读罢这一分宝贵的材料，感触良深，不揣冒昧，特作序以歌颂高

要县水利建设的辉煌成就，并表达我对高要县人民以及该县全体水利

工作者的无限敬意。

高要县水利电力局黄敏同志为编撰这一份宝贵的史册而沤心沥

血，日夜奋战，历时五年搜集了大量资料，进行了反复核实、反复校



正?j使本史册臻于完善，这种对历史认真负责的精神，、值得我们’学
>--j。

。

黄 平

一九八九年九月



前 言

编者从事高要县水利事业四十年，为之奉献毕生精力，并与之结

下了深厚的感情。 一

高要县人民外抗洪水，内御涝积，奋战干旱j与水旱斗争已近千年

了。解放后，在政府与群众的努力下，比较彻底地战胜了水旱灾害，

大大地降低了洪涝威胁，大旱也能丰收，叙述这些往事，总结成绩，

吸收必要的教训，为保存历史，为激励后人，为供施政者借鉴，都有

必要。

在编志过程中得到广大基层干部和县水利电力局知情老干部的热

情协助，提供了不少素材和数据，还在老上级的关怀下，例如陈普初同

志(解放后第一任副县长)专门撰文记了中旧人民解放军进城接管高

要后，党和人民政府面对当年水灾情况，抓紧堵口复堤，使能迅速恢

复生产，为高要的水利工程开了好头。他还忆述联安围成堤的种种往

事，这些珍贵资料，为本志大大增添色彩。省、市水利部门的关怀和

启示，也都鼓舞了编者的信心，1988年编者参加了“第三届全国江河

水利志干部培训班’’学习，得益良多。志稿编成后，还得到武汉水利

电力学院水利史志研究室黎沛虹、王绍良两教授审改，感激之至。此

外，县水利电力局领导的信任和支持，也是本志得以编成的主要因

素。只是历史长，面广，加上编者知识薄陋，文内错漏讹误之处，在

所难免，尚祈读者不吝指正，以待日后更好的修订。

高要县领导十分重视本志的编纂，县长温耀深同志亲为写序，还



得到原高要县建设科第一任科长(也是原水利科第一任科长)1957年

任高要县副县长的黄平同志并为之序，深表谢意。

编 者

1989争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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