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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昭文(左二)和副局长王杖汉(右一
二)，冯尔勤(左一)研完水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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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攮江龙塘水轮泵站栏河大坝

琼山县水电局科技人员到南渡江龙螗水轮泵站

检查2r_作，左二为代局长扬昭丈，右二为工程师狄
敬松，左一为工程师张家业，右一为龙螗水轮泵管
理处主任车道林。



南渡江龙塘水轮泵站灵山总干渠东江渡槽

风潭水库(中型)溢洪道平板闸门。



△丁荣水库^中型v水文观剐垃
q铁炉水库^中型)|大埂。



p忪涛水库灌区

防渗工程。

rI一七一九一项日新坡桥共西支

△施工中的高明水库^小二型『)溢洪道。



松涛水库灌区桥头坝工程

桥头{受右引水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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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我国的水利事业，从传说的大禹治水起，巳有4000年的历

史。历代史料记载说明，水利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

条件，也是历代治国安邦的重要课题。

琼山自古以来，人们早就兴修水利。据史书记载，唐代丞相

韦执谊被贬来琼后，在龙塘新旧沟兴建引水工程，至今已有1180

多年。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掠夺，

历代王朝多是由群众自办一些小型的临时性的水利设施，直到民

国时期几乎没有一宗工程由政府投资兴建，丰富的水利资源得不

到开发利用。到1950年解放时，历代留给我们的水刹遗产，几乎

一无所有。

解放前，琼山县农业生产因缺乏水利设施，如遇旱年，小旱

小灾，大旱大灾，而雨水充沛年份，则大雨大灾，小雨小灾，农

民十种九不收。尤其是占琼山半壁山河的羊山地区，是历史上

。水贵如油砑的干旱地区，农业生产毫无保障，连人，畜饮水都

极为困难。沿海地区和南渡江两岸，没有一寸堤防防御，台风暴

雨袭击时，洪，涝、潮灾常有发生。由于水旱灾害频繁交错，带

来无穷的灾难，使得国计民生贫穷落后。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斧。解放后，中共琼山县委、县人民政府
带领全县人民，开展搿要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糟的治山治水的

群众运动。50年代全县动员搞群众性小型水利，大量兴建中小型

水库，为水利建设奠定了基础·60年代重点抓工程配套发挥效

益，大搞松涛水库羊山灌区建设，打下了羊山地区水利建设的基

础，70年代动员全县人民兴建南渡江水轮泵站工程，解决了琼北



几个镇农用水利灌溉，还进行了各小河流域的综合开发和治理，

减轻洪、涝，潮灾害，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加强江海堤防的建设

和防卫，80年代发展城乡电力，逐个配套完善中小型重点库区工

程，巩固工程运用基础，用5年时间解决各乡镇26万人饮水问

题，特别是基本解决了羊山地区10多万人的人畜饮水困难。经过

一系列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实行旱、洪，涝，潮综合治理，蓄、

引、提结合，使水利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促进工农业生产

的发展，改善人民的生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被誉为海南革命斗争23年红旗不剧的伟大旗手——冯白驹将

军故乡的琼山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半个世纪的

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海南的解放。解放后又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奋发图强，为振兴琼山做出新的贡献。其中水利事业也建

立了新的业绩，开创了新的局面。这些前所未有的翻天覆地的变

化，是几代人心血和汗水的结晶，我们应责无旁贷地将其载入史

册，留给后代，以资接力。

‘琼山县水利志》的出版，是本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水利志

书，是一部全县人民治山治水的历史真实记录和经验总结，是全

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描绘出来的蓝图，有着承先启后，继

往开来的价值。我们要继续努力，不断改造自然，改造利用水资

源，变水害为水剃，为子孙后代造福。回顾过去，事业艰辛，展

望未来，任重道远，愿我们把光荣传统世世代代传下去，遵循经

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

不断总结经验，拾着前人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进，谱写出更加烛
烂的琼山水利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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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琼山，因唐代县境内自石都有座小山，石头莹自如玉润泽而

得名，是历代琼州府治之地，人才荟萃，明代进士，文渊阁大学

士丘浚和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就出生于此。两位先贤很重视水利，

认识到要发展农业，必先开发水利解决农田灌溉，至今还留下他

们为民治水的遗迹。

琼山县河流众多，雨量充沛，水利资源丰富。但在历代王朝

的统治下，除了一些先贤体察人民的疾苦，组织农民兴修水利，

给我们留下一些水利遗产外，其余一无所有，几乎是一张自纸。

由于丰富的水利资源得不到开发和利用，因此旱、洪，涝、潮灾

害频繁，农民耕种毫无保障，生活困苦，民不聊生。

1950年解放后，全县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贯

彻执行中央关于“防止水患，兴修水利，以达到大量发展生产的

目的，，的水利建设基本方针，以“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

新天厅的气魄，不是坐等大自然的恩赐，而是向大自然进军，改造

贫坡恶水，叫大自然为人类造福。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

精神，从千塘万井小型水利小集体的运动，发展到声势浩大的几

万人上工地建设繁大的水利运动。如建设松涛羊山灌区工程，使

琼山县西部7个乡镇受益。又如南渡江水轮泵站工程，动员全县
人民封江堵河、凿渠筑坝，灌溉琼山北部地区几个镇，是琼山县

水利史上的一个重大创举。38年来，全县先后兴建1000多宗的

蓄，引、提、防、排、发电结合的水利水电工程，使全县的85％

农田得到水利灌溉。在一张自纸上，绘出琼山县水利水电建设新

豹蓝图，使旧貌变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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