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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南雄市志丛书

《南雄水利志》续编
(1 988．1—2002．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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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郭先磉

广东省南雄市水利局水利续志编纂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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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雄水利志》荣誉录

《南雄水利志》于1985年5月始编，1989年8月脱稿，

经报请县志办审定同意付印。1990年9月7日，韶关市

新闻出版办公室批准出版，并发给【1990】韶新出准字

0017号准印证，同年10月正式出版，历时5年又5个月，

该志从完成初稿到出版至今，获得了多项荣誉，记录

如下：

1987年2月，在南雄县地方志学会成立暨修志工作

总结表彰大会上，《南雄水利志》(初稿)被评为一等奖。

1989年10月，在韶关市水电局第5次水利志工作会

议上， 《南雄水利志》(送审稿)被评为一等奖。

1989年1 1月，省水电厅在从化县召开的省水利志

编委会暨水利志评比会上， 《南雄水利志》被评为全

省水利专志二等奖。

1993年2月，南雄县水电局被省水电厅、省水利史

志编委会评为修志先进单位，主编郭先揉被评为“编

修水利志先进工作者”。

1997年4月， 《南雄水利志》简况被编入《中国专

业志要览》一书，郭先琛为该书撰稿人之一；同年，

该志还被编入《中国专业志目录大全》一书。

1997年5月， 《南雄水利志》被广东省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评为全省新编专业志(部门志)优秀成果奖。



《南雄水利志》续志编纂领导小组

(2003年6月调整名单)

组长：陈如亮

副组长：刘烈焕黄祖明 陈庆明 彭爱华

成员：刘伟忻曾国琼陈亿忠 陈亿亮巫钟晟

朱兴文 罗文忠 阳良芯郭先璨易贤辉

审核：

主编：

摄影：

制 图：

审定：

校对：

编审人员名单

陈如亮

郭先璨(兼编辑)

刘伟忻

朱兴文 。

南雄市水利续志编纂领导小组

南雄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郭先揉刘伟圻

注：水利续志编纂领导小组先后成立(调整)3次，第

l、2次领导小组名单附在本志《编后话》中；第4次调整

时除增加刘烈焕、易贤辉两同志之外，其他人员为第3次

调整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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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陈如亮‘j

水是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要素，水是不可替代的自
然资源，又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频繁的洪涝灾害，干旱缺

水，水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所面临的严竣问题．成为制

约人类生存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把水利摆

在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首位，是非常英明正确的决策，水

利已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因此，兴利除害，治水安邦，任重而道远．

续志期间，正值国家水利部提出“全面服务，转轨变型竹，实施可持

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时期。南雄历届市(县)委、政府抓住机遇，与时俱进，
坚决执行国家的治水方针、政策和省委、省政府、省人大有关水利建设方

面的议案扣决定，领导和带领全市人民，除对现有中小型病险水库进行加

固外，还加紧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建设小水电、城市防洪堤和乡镇供水

工程，水土保持、旱坡地改造和土地易地开发等水利工程建设。在中央，

省、市水利部门的鼎力支持下，经过15年的共同努力，全市投入水利建
设资金4．4亿多元，新建成了头渡渡槽、苍石水库和坝后电站、三枫闸
坝及电站等大批水利水电和水保工程。农村电气化水平得到提高，农田水

利得到改善．经上级检查验收，南雄分别于1994年和1996年实现了农村

水电初级电气化和农村初级水利化达标市(县)。如今，宗宗水利水电工

程，如座座丰碑，。矗立在雄州大地．

《南雄水利续志》搜集了大量翔实、可靠的资料，真实、全面地记述
了在改革开放中，南雄水利水电建设的情况，反映了人民群众始终是水利

水电建设的主体，体现了南雄市各级领导和水利工作者，为根除南雄的洪

涝、干旱灾害，在水利水电建设、治理水土流失工作中，风里来，雨里去，

率先垂范，默默奉献的精神。《续志》既突出了时代特征，又体现了地方

特色，是一部集思想性、科学性、真实性为一体的专业志书。它的出版，
将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服务当代，垂鉴后世的重要作用．

、《南雄水利续志》经过编者一年多的辛勤耕耘，现已脱稿即将付印，

可喜可贺，值此之际，谨掇数言，权为序．
， 。

二oo三年八月

陈如亮．南雄市水利局局长、局党总支书记、市水利学会理事长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全面记述续志期间南雄的水事活动和水利水电建设的情况与现

平共处状。 。

二、本志为《南雄水利志》(以下简称《前志》)的续志，

记事紧接《前志》。上限为1988年，下限断至2002年，但某些

记事不受时间所限，一般追溯至八十年代中期。

。三、本志叙事区域范围以1987年南雄县和1996年南雄市

行政区划为准，县(市)、乡镇、行政村等区域名称时有变动，

记事时按当时称谓记述。

四、《续志》不专设人物章节，重要活动以事系人，先进人

物列表记述受到地级市(含部门)以上机关表彰的先进个人；

水利局领导记述到正副职；各种专业职称人员(含政工系列人

员)记述到助理级以上、农民技术人员的员级以上职称者。

五、本志正文按章、节、旨体式记述，随文附有必要的图

表或重要文件资料。

，六、本志采用现代汉语(语体文)、记叙体，“概述"有叙

有议，“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辅记事本末体。

七、本志所用数据，一般采用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统计，

局缺乏的，采用本局和有关职能部门提供的数字。计量单位，7

执行国务院1984年颁布的法定计量单位。

八、本志数字和年号书写，除引用原文外，一律用阿拉伯

文书写，计量单位名称一般用中文书写。。



目录·I·

目 录

序 一

凡例

概述⋯⋯⋯⋯⋯⋯⋯⋯⋯⋯⋯⋯⋯⋯⋯⋯⋯⋯⋯⋯⋯⋯⋯⋯⋯⋯(1)

大事记⋯⋯⋯⋯⋯⋯⋯⋯⋯⋯⋯⋯⋯⋯⋯⋯⋯⋯⋯⋯⋯⋯⋯⋯⋯⋯(5)

第一章水系⋯⋯⋯⋯⋯⋯⋯⋯⋯⋯⋯⋯⋯⋯⋯⋯⋯⋯⋯⋯⋯⋯⋯⋯⋯(26)

第一节主要河流及特征⋯⋯⋯⋯⋯⋯⋯⋯⋯⋯⋯⋯⋯⋯⋯⋯⋯⋯⋯(26)

第二节主要河流变化及改造⋯⋯⋯⋯⋯⋯⋯⋯⋯⋯⋯⋯⋯⋯⋯⋯⋯(28)

第二章水资源⋯⋯⋯⋯⋯⋯⋯⋯⋯⋯⋯⋯．．．⋯⋯⋯⋯⋯⋯⋯⋯⋯⋯⋯⋯(30)

第一节水资源量⋯⋯⋯⋯⋯⋯⋯⋯⋯⋯⋯⋯⋯⋯⋯⋯⋯⋯⋯⋯⋯⋯(30)

第二节水质⋯⋯⋯⋯⋯⋯⋯⋯⋯⋯⋯⋯⋯⋯⋯⋯⋯⋯⋯⋯⋯⋯⋯(31)

第三节水资源利用⋯⋯⋯⋯⋯⋯⋯⋯⋯⋯⋯⋯⋯⋯⋯⋯⋯⋯⋯⋯⋯(32)

第四节水资源保护⋯⋯⋯⋯⋯⋯⋯⋯⋯⋯⋯⋯⋯⋯⋯⋯⋯⋯⋯⋯⋯(34)

第五节水资源管理⋯⋯⋯⋯⋯⋯⋯⋯⋯⋯⋯⋯⋯⋯⋯⋯⋯⋯⋯⋯⋯(34)

第三章 自然灾害与抗灾纪实⋯⋯⋯⋯⋯⋯⋯⋯⋯⋯⋯⋯⋯⋯⋯⋯⋯⋯⋯(36)

第一节水灾⋯⋯⋯⋯⋯⋯⋯⋯⋯⋯⋯⋯⋯⋯⋯⋯⋯⋯⋯⋯⋯⋯⋯(36)

第二节旱灾⋯⋯⋯⋯⋯⋯⋯⋯⋯⋯⋯⋯⋯⋯⋯⋯⋯⋯⋯⋯⋯⋯⋯(38)

第三节风、雹、雪灾⋯⋯⋯⋯⋯⋯⋯⋯⋯⋯⋯⋯⋯⋯⋯⋯⋯⋯⋯⋯(39)

第四节抗灾纪实⋯⋯⋯⋯⋯⋯⋯⋯⋯⋯⋯⋯⋯⋯⋯⋯⋯⋯⋯⋯⋯⋯(39)

第四章三防工作⋯⋯⋯⋯⋯⋯⋯⋯⋯⋯⋯⋯⋯⋯⋯⋯⋯⋯⋯⋯⋯⋯⋯⋯(44)

第一节三防组织机构⋯⋯⋯⋯⋯⋯⋯⋯⋯⋯⋯⋯⋯⋯⋯⋯⋯⋯⋯⋯(44)

第二节防汛检查与控制运用⋯⋯⋯⋯⋯⋯⋯⋯⋯⋯⋯⋯⋯⋯⋯⋯⋯(45)

第三节防洪预案⋯⋯⋯⋯⋯⋯⋯⋯⋯⋯⋯⋯⋯⋯⋯⋯⋯⋯⋯⋯⋯⋯(47)

第四节防洪交通、通讯⋯⋯⋯⋯⋯⋯⋯⋯⋯⋯⋯⋯⋯⋯⋯⋯⋯⋯⋯(49)

第五节防洪物料⋯⋯⋯⋯⋯⋯⋯⋯⋯⋯．⋯⋯⋯⋯⋯⋯⋯⋯⋯⋯⋯⋯(49)

第五章基础工作⋯⋯⋯⋯⋯⋯⋯⋯⋯⋯⋯⋯⋯⋯⋯⋯⋯⋯⋯⋯⋯⋯⋯⋯(54)

第一节水文⋯⋯⋯⋯⋯⋯⋯⋯⋯⋯⋯⋯⋯⋯⋯⋯⋯⋯⋯⋯⋯⋯⋯(54)

第二节规划⋯⋯⋯⋯⋯⋯⋯⋯⋯⋯⋯⋯·”⋯⋯⋯⋯⋯⋯⋯⋯⋯⋯(56)

第三节勘测设计⋯⋯⋯⋯⋯⋯⋯⋯⋯⋯⋯⋯⋯⋯⋯⋯⋯⋯⋯⋯⋯⋯(56)

第六章基建工程建设⋯⋯⋯⋯⋯⋯⋯⋯⋯⋯⋯⋯⋯⋯⋯⋯⋯⋯⋯⋯⋯⋯(60)

第一节农水基建工程⋯⋯⋯⋯⋯⋯⋯⋯⋯⋯⋯⋯⋯⋯⋯⋯⋯⋯⋯⋯(60)

第二节防洪基建工程⋯⋯⋯⋯⋯⋯⋯⋯⋯⋯⋯⋯⋯⋯⋯⋯⋯⋯⋯⋯(62)

第三节中小型水库除险加固⋯⋯⋯⋯⋯⋯⋯⋯⋯⋯⋯⋯⋯⋯⋯⋯⋯(65)

第四节水库管理所和职工住宅建设⋯⋯⋯⋯⋯⋯⋯⋯⋯⋯⋯⋯⋯⋯(67)

第七章农田水利⋯⋯⋯⋯⋯⋯⋯⋯⋯⋯⋯⋯⋯⋯⋯⋯⋯⋯⋯⋯⋯⋯⋯⋯(71)

第一节蓄水工程⋯⋯⋯⋯⋯⋯⋯⋯⋯⋯⋯⋯⋯⋯⋯⋯⋯⋯⋯⋯⋯⋯(71)



：2·南雄水利续志

第二节引水工程⋯⋯⋯⋯⋯⋯⋯⋯⋯⋯⋯⋯⋯⋯⋯⋯⋯⋯⋯⋯⋯(71)

第三节提水工程⋯⋯⋯⋯⋯⋯⋯⋯⋯⋯⋯⋯⋯⋯⋯⋯⋯⋯⋯⋯⋯(73)

第四节初级水利化达标建设⋯⋯⋯⋯⋯⋯⋯⋯⋯⋯⋯⋯⋯⋯⋯⋯⋯(73)

第五节旱坡地改造水利工程⋯⋯⋯⋯⋯⋯⋯⋯⋯⋯⋯⋯⋯⋯⋯⋯(78)

第六节商品粮生产基地水利工程⋯⋯⋯⋯⋯⋯⋯⋯⋯⋯⋯⋯⋯⋯⋯(78)

第七节土地易地开发水利工程⋯⋯⋯⋯⋯⋯⋯⋯⋯··：：⋯⋯⋯⋯”(79)

第八章小水电与电网建设⋯⋯⋯⋯⋯⋯⋯⋯⋯⋯⋯⋯⋯⋯⋯⋯⋯⋯⋯(81)

第一节市管电站建设⋯⋯⋯⋯⋯⋯⋯⋯⋯⋯⋯⋯⋯⋯⋯⋯⋯⋯⋯(81)·

第二节镇村、合资及个体电站建设⋯⋯⋯⋯⋯⋯⋯⋯⋯⋯⋯⋯⋯(82)

第三节农村水电初级电气化县建设⋯⋯⋯⋯⋯⋯⋯⋯⋯⋯⋯⋯⋯(82)

第四节输变电工程与农电改造⋯⋯⋯⋯⋯⋯¨⋯⋯⋯⋯⋯⋯⋯⋯·(85)

第五节小水电管理⋯⋯⋯⋯⋯⋯⋯⋯⋯⋯⋯⋯⋯⋯⋯⋯⋯：⋯⋯“(客9)

第九章供水⋯⋯⋯⋯¨⋯⋯⋯⋯¨⋯⋯⋯⋯⋯⋯⋯⋯⋯⋯⋯⋯⋯⋯·(98)

第一节城市供水⋯⋯⋯⋯⋯⋯⋯⋯⋯⋯⋯⋯⋯⋯⋯⋯⋯⋯⋯⋯⋯(98)

第二节乡镇供水⋯⋯⋯⋯⋯⋯⋯⋯⋯⋯⋯⋯⋯⋯⋯⋯⋯⋯⋯⋯⋯(99)

第三节供水收费与管理⋯⋯⋯⋯⋯⋯⋯⋯⋯⋯⋯⋯⋯⋯⋯⋯⋯⋯(100)

第十章水土保持⋯⋯⋯⋯⋯⋯⋯⋯⋯⋯⋯⋯⋯⋯⋯⋯⋯⋯⋯⋯⋯⋯⋯(106)

第一节水土流失现状⋯⋯⋯⋯⋯⋯⋯⋯⋯⋯⋯⋯⋯⋯⋯⋯⋯⋯⋯(106)

第二节治理、开发及效益⋯⋯⋯⋯⋯⋯⋯⋯⋯⋯⋯⋯⋯⋯⋯⋯⋯(106)

第三节水土保持执法与管理⋯⋯⋯⋯⋯⋯⋯⋯⋯⋯⋯⋯⋯⋯⋯⋯(108)

第十一章水利工程管理⋯⋯⋯⋯⋯⋯⋯⋯⋯⋯⋯⋯⋯⋯⋯⋯⋯⋯⋯⋯(113)

第一节管理机构⋯⋯⋯⋯⋯⋯⋯⋯⋯⋯⋯⋯⋯⋯⋯⋯⋯⋯⋯⋯⋯(113)

第二节水库大坝管理⋯⋯⋯⋯⋯⋯⋯⋯⋯⋯⋯⋯⋯⋯⋯⋯⋯⋯⋯(114)

第三节水费征收⋯⋯⋯⋯⋯⋯⋯⋯⋯⋯⋯⋯⋯⋯⋯⋯⋯⋯⋯⋯⋯(116)

第四节定权发证与环境整治⋯⋯⋯⋯⋯⋯⋯⋯⋯⋯⋯⋯⋯⋯⋯⋯(1 19)

第五节综合经营⋯⋯⋯⋯⋯⋯⋯⋯⋯⋯⋯⋯叩⋯⋯⋯⋯⋯⋯⋯⋯(121)

第十二章水法规与水政⋯⋯⋯⋯∥⋯⋯⋯⋯⋯⋯⋯⋯⋯⋯⋯⋯⋯⋯⋯(123)

第一节水法规宣传⋯⋯⋯⋯⋯⋯⋯⋯⋯⋯⋯⋯⋯⋯⋯⋯⋯⋯⋯⋯(123)

第二节水政机构⋯⋯⋯⋯⋯⋯⋯⋯⋯⋯⋯⋯⋯⋯⋯⋯⋯⋯⋯⋯⋯(124)一

第三节取水与收费⋯⋯⋯⋯⋯⋯⋯⋯⋯⋯．．．⋯⋯⋯⋯⋯⋯⋯⋯⋯(126)

第四节水利执法与案件查处⋯⋯⋯⋯⋯⋯⋯⋯⋯⋯⋯⋯⋯⋯⋯⋯(128)

第十三章水库移民安置⋯⋯⋯⋯⋯⋯⋯⋯⋯⋯⋯⋯⋯⋯⋯⋯⋯⋯⋯⋯(131)

第一节水库老移民工作⋯⋯⋯⋯⋯⋯⋯⋯⋯⋯⋯⋯⋯⋯⋯⋯⋯⋯(131)

第二节新建工程移民安置⋯⋯⋯⋯⋯⋯⋯⋯⋯⋯⋯⋯⋯⋯⋯⋯⋯(133)

第三节移民经费管理⋯⋯⋯⋯⋯⋯⋯⋯⋯⋯⋯⋯⋯⋯⋯⋯⋯⋯⋯(135)

第四节先进移民村⋯⋯⋯⋯⋯⋯⋯⋯⋯o⋯⋯⋯⋯⋯⋯⋯⋯⋯⋯(135)

第十四章职工教育与科技⋯⋯⋯⋯⋯⋯⋯⋯⋯⋯⋯⋯⋯⋯⋯⋯⋯⋯⋯(137)

第一节职教机构⋯⋯⋯⋯⋯⋯⋯⋯⋯⋯⋯⋯⋯⋯⋯⋯⋯⋯⋯⋯⋯(137)



目录·3·

第二节职工培训与人才引进⋯⋯⋯⋯⋯⋯⋯⋯⋯⋯⋯⋯⋯⋯⋯⋯(138)

第三节科技队伍⋯⋯⋯⋯⋯⋯⋯⋯⋯⋯⋯⋯⋯⋯⋯⋯⋯⋯⋯⋯⋯(142)

第四节科技应用及成果⋯⋯⋯⋯⋯⋯⋯⋯⋯⋯⋯⋯⋯⋯⋯⋯⋯⋯(143)

第十五章水利机构及党群组织⋯⋯⋯⋯⋯⋯⋯⋯⋯⋯⋯⋯⋯⋯⋯⋯⋯(160)

第一节水利机构⋯⋯⋯＼．⋯⋯⋯⋯⋯⋯⋯⋯⋯⋯⋯⋯⋯⋯⋯⋯⋯·(160)

第二节党团组织建设⋯⋯⋯⋯⋯⋯⋯⋯⋯⋯⋯⋯⋯⋯⋯⋯⋯⋯⋯(169)

第三节学术团体、群众组织⋯⋯⋯⋯⋯⋯⋯⋯⋯⋯⋯⋯⋯⋯⋯⋯(174)

附录：⋯⋯⋯⋯⋯⋯⋯⋯⋯⋯⋯⋯⋯⋯⋯⋯⋯⋯⋯⋯⋯⋯⋯⋯⋯⋯⋯⋯(179)

南雄市水利系统被评为全国、省、市、县先进单位名录表⋯⋯⋯⋯⋯(180)

南雄市水利系统被评为全国、省、市先进个人名录表⋯⋯⋯⋯⋯⋯(188)

从事水利工作25年以上工龄荣誉证书、纪念章人员名单⋯⋯⋯⋯⋯(192)

南雄市水利行业获“蓝色证书”第1、2批发证情况简表⋯⋯⋯⋯⋯(193)

南雄市中型水库安全鉴定技术座谈会纪要⋯⋯⋯⋯⋯⋯⋯⋯⋯⋯⋯(195)

水利著作⋯⋯⋯⋯⋯⋯⋯⋯⋯⋯⋯⋯⋯⋯⋯⋯⋯⋯⋯⋯⋯⋯⋯⋯⋯⋯⋯(200)

水利建设新台阶⋯⋯⋯⋯⋯⋯⋯⋯⋯⋯⋯⋯⋯⋯⋯⋯⋯⋯⋯郭先璨(201)

瀑布水库大坝滑坡成因及其处理⋯⋯⋯⋯⋯⋯⋯⋯⋯⋯⋯⋯陈亿忠(204)

努力打造“水上城市” ⋯⋯⋯⋯⋯⋯⋯⋯魏生革李君祥钟祥灵(211)

编后话⋯⋯⋯⋯⋯⋯⋯⋯⋯⋯⋯⋯⋯⋯⋯⋯⋯⋯⋯⋯⋯⋯⋯⋯⋯⋯⋯⋯⋯(214)

_否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述·1·

概 述

南雄市位于广东省北部，大庾岭南麓，北江上游，地处东经113。55’307乙114

。44，38，／，北纬24。56’5qL25。，25
7 20"之间。市境与始兴县和江西省大余县、信

丰县相邻，与曲江县、仁化县及江西省的全南县部分山区接壤。境内四周群山环抱，

中间丘陵起伏，成为南雄盆地，盆地内地质属紫色砂页岩。南雄地势特征为南北高，

中部低，最高峰为位于百顺镇的观音岽，海拨1429米。全市总面积2361．4平方公里，

其中山地面积285万亩，占总面积73％，台地和冲积平原92．6万亩，占总面积23％，

现有耕地面积45万亩，其中水田34．23万亩，旱地lO．77万亩。

南雄于1996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隶属于广东省人民政府，由韶关

市代管，市人民政府驻雄州镇，距韶关市公路里程89公里。2002年辖20个镇244

个村(居)民委员会，自然村2461个118604户，总人口45．57万人。南雄是一个山

区农业市，盛产黄烟、水稻、花生和银杏，享有“中国黄烟之乡”、“岭南白果之乡”

美称。

南雄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有较明显的湿热和干冷季，夏秋有气温较

高，雨量充沛的海洋性气候特征，冬春有天气干燥、气温低冷的大陆性气候特点。

平均气温为摄氏19．6度，最高气温为摄氏39．5度，最低气温摄氏零下6．2度；年平

均日照1825小时，全年无霜期293天。续志期间15年中，据全市lO个雨量观测点

统计，年平均降雨量为1514．95毫米，最大降雨年份为2002年，全年降雨量为1874．09

毫米，最少降雨年份为1991年，年总降雨量为982．25毫米。

南雄是全省水土流失的重点县(市)之一。据1983年航片调查和实测结果，全

市水土流失面积为751．26平方公里，折合112．69万亩，占地总面积的31．4％，主要

分布在乌迳(含原孔江镇范围)、界址、黄坑、油山(原大塘镇范围)、湖口、水口、

珠玑、黎口、古市、主田、坪田(原新龙镇范围)、全安、邓坊、南亩和雄州等15

个镇。1986年～1994年实施省人大议案期间，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47．3平方公里，

全市流失面积只剩下60平方公里。但由于执法不严，出现边治理边开荒的现象，造

成新的水土流失。据省水利厅和中山大学1999年进行土壤侵蚀遥感调查，至2002

年，全市水土流失面积尚有249．58平方公里，其中新增流失面积189．58平方公里。

市境内有大小河流110条，主要河流是浈江和凌江。其中浈江是北江的一级支

流，该河自东北向西南纵向贯穿市境，城区以上集雨面积1258．3平方公里，河长92

公里；凌江是浈江一级支流，自西部向东南流向城区入浈江，流域面积365平方公

里，河长65公里，落差928米，平均坡降14．22‰，其他河流多属山涧小河，落差

较大，利于发展小水电。据近几年河流普查，按各河道落差和支流分布情况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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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水能总蕴藏量为7．39万千瓦，可开发量为6．72万千瓦。至2002年底，全市已

建成投产的小水电站106座，总装机容量54545千瓦，占可开发量的81．17％。

据1956年一1997年降雨资料，全市多年平均降雨量为1535毫米，最大年降雨量

为2482毫米(百顺雨量站1973年)，最大24小时降雨量为242．4毫米(瀑布水库

1991年9月8日)。多年平均径流深829毫米，全市110条河流的平均径流量为18．478

亿立方米，地下水多年平均值总量为3．88亿立方米，年总产水量为22．358亿立方米，

丰水年为35．59亿立方米，枯水年为lO．65亿立方米，全市各类供水工程实际可供水

总量为3．62亿立方米，年总用水量为3．27亿立方米，对比余水O．35亿立方米。

续志期间，全市共发生较大的洪涝灾害有10年共11次，平均1．36年发生1次；

旱灾有8年，平均1．88年发生1次；风、雹灾害几乎每年都有1次，多发生在清明

节前后；端午节后至9月，因受台风影响会出现大风或暴雨过程，有时夹带冰雹；

雪灾较少，但每年春节前后均有2以天，出现小雪或雨夹雪气候，主要发生在山区．

南雄历届市(县)委、(除引用原文外，均称为市或南雄市、该市，下同)政府

对水利建设非常重视，发动全市人民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续志期间，在中央、

省、市水利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全市除新建一批水利水电工程外，重点对现有水利

工程进行除险加固、维修配套，使全市有效灌溉面积达29．55万亩，旱涝保收面积

28．3l万亩。15年中，全市共投入水利水电建设资金4．433亿元(比前38年多增加

投入3．199亿元)，其中省市以上国家投入1．15亿元，本市投入1．312亿元，镇和群

众自筹2．371亿元，总投入劳动力4385万个工日。累计完成土方2493．1 1万立方米，

石方712．8万立方米，混凝土96532立方米。这些工程的建成运行，发挥了显著的效

益，有力地促进了全市鼍三高帮农业的发展。据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2年，全

市农业总产值达15．18亿元，粮食总产量达246134吨，比1987年196959吨增加49175

吨；平均亩产449公斤，其中水稻亩产达504公斤，比1987年水稻亩产337．4公斤

增加166．6公斤。 。‘

续志期间，南雄市水利水电建设主要是实施四个水利五年规划： ，

一、膏七五”规划实施。“七五一期间(1986--1990年)，贯彻中央关于搿加强经

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一和“两个支柱，一把钥匙一的水利改革方针．5年中，共投

入水利建设资金4611．48万元，其中省、市投入1339．61万元，县投入842．8万元，

镇和群众自筹2429．07万元(含以工折款，下同)。完成的主要工程项目有：苍石二

级电站和2l宗小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825千瓦；界址和大竹两宗引水工程；头渡

渡槽；乌坭水库土坝加固及反滤体改造：对5宗中型和4宗小㈢型水库进行了灌浆

等。5年中，南雄水利水电工作受到水利部和省市的表彰；1987年县绿化水保办被

评为韩江、北江上游水土保持集体一等奖，同年县水电局被评为全省水电系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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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1988-1990年连续3年被评为省市水利水电工作先进县；

1988年县水电局被评为全省水电系统职工教育先进单位；1989年南雄县被国家水利

部授予“全国水利建设先进县”，供电公司、瀑布电站分别授予“全国小水电优秀电

网”和“全国小水电优秀电站”称号；1990年县水电局被评为全省水利水电和水利

工程管理先进单位。

二、“八五”规划实施。“八五’’期间(1991—1995年)，贯彻省委、省政府《关

于进一步加强水利建设的决定》和省厅提出的“工作要做好，经济要搞活，面貌要

改变”的水利工作指导思想，努力确立水利基础产业地位，以实现农村初级电气化

和初级水利化达标为重点。共投入水利建设资金12929．63万元。其中中央、省、市

投入4530．62万元，县投入3023．3万元，镇及群众自筹5375．7万元。全县共完成渠

道三面光307．2公里(其中孔江总圳三面光26公里)；整治河道13．5公里；改造了

大源水库溢洪道；新增治理水土流失面积373平方公里；实现了农村水电初级电气

化达标县；21个镇实现初级水利化达标；新建苍石水库电站工程初具规模。5年中，

全县改善灌溉面积20．2万亩；解决农村食水41321人；1991、1993和1994年均遭

遇特大洪水袭击，由于水利工程发挥了巨大的防洪减灾作用，捍卫了20多万亩农田

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南雄水利水电工作连续5年被评为省、市先进县，水

土保持工作被评为“全国水土保持先进单位”。另外，工程管理、三防工作、抗洪抢

险、精神文明建设、修志、纪检、党建等方面分别被评为省、市、县先进单位。

三、“九五”规划实施。“九五”期间(1996"-,2000年)，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

关于“下大决心，彻底整治大江大河和广泛发动农民群众，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一

的指示，认真实施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小型水库除险加固议案。5年中，完成的主要工

程项目有：苍石水库电站工程建成运行(尚未验收)；横江、罗田、围背等水库除险

加固任务和中坪水库部分加固项目：孔江总圳38公里和瀑布灌区渠道13公里三面

光、四面光工程；建成城区防洪堤工程15公里；新建水电站8座，总装机2480千

瓦；治理水土流失60．1平方公里；兴建乡镇供水工程11宗，解决食水5、l万人；

至1996年，全市24个镇全面实现初级水利化达标等。共投入建设资金21552．7万元，

其中央、省、市投入4496．7万元，本市投入3862万元，镇及群众自筹13194万元。

四、“十五”规划实施。蹦十五一规划头两年(2001-2002年)，努力实践“三个

代表一重要思想，继续贯彻中央、省、市水利建设方针和贯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战略。2年中，全市共投入水利建设资金10647．8万元。其中省市以上国家投入1489

万元，本市投入5742．8万元，镇及群众自筹3416万元。完成的主要工程项目有：全

面完成了苍石水库工程建设；三枫闸坝及电站；凌江河飞机场段裁弯取直及羊角大

桥；基本完成城区防洪堤工程建设；完成19宗小型水库除险加固任务并通过了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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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水电站19座，总装机3745千瓦，在建或待批电站56座，总装机19045千瓦：

至2002年底止，全市共建成(扩建)乡镇食水工程17宗，受益人口达lO．33万人；

旱坡地改造水利工程投资达1000万元。

．建国53年来，南雄水利事业虽然有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受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

的限制，水利发展速度与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发展相比，水利基础产业还远远

落后于交通、通讯的发展。南雄水利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防洪工程体系还不够

完善，凌江尚无一宗中小型水库进行水量调节；水利发展不平衡，存在重中南部、

轻东西部的现象，东部地区严重缺水问题尚未得到缓解；病险水库多，除险加固任

务重。全市尚有3宗中型水库，35宗小型水库需进行加固处理；随着4宗骨干电站

和市自来水厂经营权的转制，致使水利资产减少，水利经济薄弱，水利职工生活水

平下降等。因此，南雄水利基础产业的地位有待巩固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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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

， 1月12日至14日，韶关市小水电会议在南雄召开，南雄县小水电公司、县电网、

苍石电站、瀑布电站均被评为先进单位，荣获一等奖。’

1月27日，南雄县水电局和中坪灌区被评为韶关市水电系统精神文明单位。

2月24日，县编委以雄编[1988]02号发出《关于县供电公司改为县供电局的通

知》。3月15日，县供电局挂牌。

2月24日，成立南雄县苍石水库电站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吴承建；副总指挥：

李世铭、桂嘉生、温焯武(兼工程执行指挥)、郭良才(兼指挥部办公室主任)、黄

国真(兼技术负责人)。

4月9日，乌坭水库主坝发现湿润增大，放水涵漏水增多等问题。韶关市水电局

工管科和县局领导到现场察看，研究处理意见。

4月11日，县政府决定原水电局下属的电机厂、水电预制构件厂划归县供电局

管理。
‘

是月，邓祖积被国家水利部授予“全国水利系统优秀财务会计工作者”荣誉称

号。 ·

5月24至27日，省小水电工作座谈会在南雄召开，共有37人参加会议，与会

人员参观了该县苍石电站和瀑布电站。
’

5月24日上午8时至25日上午8时，全县普降大雨，造成倒塌房屋55问，冲

毁陂头66座，冲毁河堤24处，共1040米，山塘缺口9处，黎口上坪村新塘(库容

10万立方米)被冲垮，全县经济损失6．4万余元。

5月31日，县委办公会议讨论决定：同意将原属小水电公司的调度室、三电办公

室人员及设施划归县供电局，县三电办公室设在供电局。

7月，国家水利部授予南雄供电公司为“全国小水电优秀电网”，瀑布电站为“全

国小水电优秀电站”称号。

8月30日，在全省水利评比中，南雄县被评为1988年度水利水电工作先进县，

荣获一等奖。

9月21至23日在汕头市召开的全省水电系统职工教育工作暨表彰大会上，南雄

县水电局被评为职教工作先进单位，黄均荣被评为先进个人。

10月12日，头渡渡槽胜利合龙，县四套班子及组织部、宣传部、纪委等主要领

导、韶关市水电局局长黄维满等领导参加了合龙仪式，县委副书记李干红在合龙仪

式上讲话。

lO月18至19日，韶关市水利现场会在南雄召开，各县(区)水电局长、计财

股长参加会议，与会领导参观了该县整治红砂岭现场和头渡渡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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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月19日，局长温焯武离任，县委决定由黄国真副局长主持全面工作。

10月24日，宝江水库中干渠头渡渡槽竣工并举行通水典礼。该渡槽全长1940

米，过水流量1．5立方米／秒，是目前粤北地区最长的渡槽。

是月，位于水南新区的新水厂建成投产，日供水量为2万吨。

11月25日，经县政府同意，建立健全中坪灌区、大源水库、横江水库、宝江水

库、瀑布灌区、苍石电站和帽子峰电站等7个水利水电管理所，共配备水管员54名，

负责全县24个乡镇面上小型水利工程。

11月下旬，苍石二级电站经省、市、县有关部门联合组织验收合格，正式交付使

用。

11月25至27日，省水电厅在南雄瀑布电站召开小水电人员定编座谈会，韶关

市、梅州市及所属各县有关小水电定编站的站长参加了会议。

12月16日，县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讨论决定，任命雷经龙为南雄县水

利电力局局长职务。

是年，全县发电量首次突破l亿千瓦时大关。

1989年

春，县委、县政府精心组织绿化红砂岭战役，出动劳力2．5万人，整治绿化红砂

岭29291亩。 、

4月11日至12日，省、市、县有关部门组织联合验收小组，对瀑布水库土坝除

险加固和头渡渡槽进行验收。

9月1日，国家水利部授予南雄县为搿全国水利建设先进县”荣誉称号(全国

101个，其中广东省4个：新会、南雄、从化、南海)。

9月，‘南雄水利志》脱稿，经县志办审定同意铅印出版。

9月10日，瀑布电站被评为全省1988年度小水电建设先进单位。

10月上旬，在韶关市召开的第5次水利志工作会议上，《南雄水利志》被评为一

等奖。同年11月，省水利厅在从化县召开的全省水利志编委会暨水利志评比会议上，

《南雄水利志》被评为全省水利专志二等奖。

11月15日，县成立孔江水库续建工程指挥部。指挥：林志诚；副指挥：郭衍全、

卢炳溪、李世铭、桂嘉生；技术总指挥：黄国真。

是年冬，乌坭水库进行除险加固，改建了反滤体和放水涵，土坝进行了灌浆处

理。

是年，南雄县被省评为1989年度水利水电工作先进县，荣获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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