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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修地方志是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服务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上 ．

对先辈，下为后代的重要工作。编写《梅县市水利志》，是时代赋于我们的一项光荣任务， 。，

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

梅县市地处山区，耕地分散，梅江横贯中部，历史上是个经常遭受旱、洪为患的地区。世

代以农业为主的梅县市人民，饱尝旱患之苦，又备受洪泛之害。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的祖

先为了生存和发展生产．同旱．洪等自然灾害进行顽强的斗争，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但在旧

社会，由于水利失修，农田灌溉多靠零星陂圳、并架和平塘，水资源未被充分利用，农业生+

产靠天吃饭。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重视水利建设，梅县市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精神，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治水运动，兴修了一大批水利工程，基本上改变了苦旱易涝的

面貌，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梅县市历代没有编修过水利志书。清光绪《嘉应州志》和民国年间编写的《梅县概况》，

<梅县建设》等史料，对梅县历代的水旱灾害和治水，虽有一些记载，但不系统，不全面· ＼。

这次编修的《梅县市水利志》，收集了本市古今治水的有关资料，经过考查研氪审核校正，

科学分析，以新的观点进行编写。它记述了各个历史时期水利事业的兴衰起伏过程，突出反

映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多年来，梅县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愚公移山矽的精神，

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英雄气概。并且探讨古今治水的经验教训，揭示旱涝灾害频繁的原因

及其客观规律，提供有关的数据和依据。这是梅县市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水利志书。可以预料，

这部专业志，对梅县市今后的水利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将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翻阅历史，历代社会的兴衰，人民生活的富裕或贫困，多与治水工作息息相联。。凡重视

兴修水利，减少水旱灾害的，则五谷丰登，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反之，忽视治水工作，则
‘

灾害频临，国弱民穷。当前，处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水利有了更广

泛的概念，它不但是农业的命脉，而且是工业的血液，是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因素，它的作

用日益明显。在编修水利志的过程中，我们就史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科学性方面，作了一

定的努力，力求使社会主义时代的水利志具有连续性、系统性和全面性，以及地方特点，为

后代留下一部“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移的史料，当人们翻阅它时将得到启示，有益于今后从

l



，中探索根治水旱灾害的新途径、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为梅县市人民造福。但是，由于历史

资料残缺，加上我们学识浅薄，水平有限，经验不足，谬漏之处，在所难免·我们殷切希望

广大读者和水利工作者，给予批评指正·
、

r

． 《梅县市水利志》编纂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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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取事主要从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嘉应州志》成书期闻起，下限至1985年

止。对于古代水利工程及水旱灾害本志有所追溯。本着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修志原则，取

事重点放在1949年瑚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j j～

j 二，行政机构名称历史上屡有变更，志中所记的各级行政机构和区，乡，公社名称均按

当时的名称记述。 ．j
、

’兰、本志篇耳设章、节，目，正文共有十四章，三十六节，全书约十三万多字，用语体

文记述，随文配以必要的图、表，照片和附录。为便于读者阅读本志，了解本市治水全貌，r

篇首有口概述黟和搿大事记力，概要介绍本市治水的历史和现状。 ． ．_

四，历史纪年，民国以前按习惯用法记述，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正文文字简称为建国前后。

五、本志为记述方便，文中的矗党一是指中国共产党，搿政府黟是人民政府。

。1六，本志正文中的统计数字，数据，地面高程，流量、降水量，百分比和图表，统一用

阿拉伯数字的记数法，其余一律用汉文书写。 ： ．’．．j：

1七，本志地面高程，采用珠江基面高程，涉及的度，量，衡，一律采用公制。 ’．4．’．

‘

八，本志文中注释，一般采用随文加注方法，即在旬宋右下角标志①，②⋯⋯，释文注

在本页下端。 ，．
’。 ：。．

九，因本志书下限为1985年，成书时间较长，故1986年后出现的大事采用《续记》记述，’．

编入有关章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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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梅县市，古为南越地，秦时属南海郡揭阳县地，东晋为义安郡海阳县地。南齐(公元

179—502年)从海阳分出置程乡县。五代南汉乾和三年(公元945年)，升为敬州。北宋开宝

四年(公元971年)改为梅州。元升为梅州路，后又改称梅州。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

废梅州复为程乡县，属潮州府。清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升为直隶嘉应州，嘉庆十二年

(公元1807年>又升为嘉应府，十七年(1812年)复为嘉应州。民国元年(1912年)改名为
●

。

梅县。19的年5月17El，梅县解放，仍称梅县。1979年3月将梅州镇升为县级的梅州市。市

辖城镇及其附近地区，其余地区仍属梅县管辖。1983年6月县、市合并，复辖梅县全境，改

名梅县市。梅县市历史上多为州、府所在地，华侨众多，文化发达，现为梅县地区行署所在地o

(一)

梅县市，位于广东省东北部，地处韩江流域梅江的中游，界于东经115。477—116。337·

北纬23。557—24。487之间，东西宽78公里，南北长98公里，总面积30117．4平方公里。东邻大

埔县，西界兴宁县，南连丰顺县，北靠平远，。蕉岭县，东北与福建省接壤。市辖36个区、镇，

办事处，分辖271个乡。人口74．05万人、其中总劳动力25．14万人，农业人1：157．14万人。耕

地面积41．99万亩，其中水旱田34．46万亩。农作物以水稻为主，经济作物有甘蔗、花生、烤

烟、沙田柚，柑桔等。农业人口平均占地0．73亩，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45人。

梅县市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是中亚热带与南亚热带过渡性气候地区，界线不明显，小气

候较为突出。年平均温度21．2℃，年平均最低气温7．4℃(一月份)，年平均最高气温34．2。C

(七月份)，历年极端最高气温39．5。C(1971年7月25日)，历年极端最低气温一7．3=C

(1 g}弱年1月12日)，无霜期304天，年平均日照数为2002．4小时，年平均降雨1472．9毫米E____日№日＆∞h_b-∞口∞∞自口∞_￡axm￡g口Edrt∞j-l__$一“一r—⋯}⋯m∥’ 一一‘
(1953年至i985年三十三年平均值)，最大年降雨量2355．4毫米(1983年)，最小年降雨量

979毫米(1955年)，最大日降雨量224．4毫米(1961年8月26日)，最大年降雨量为最小年

降雨量的1．4倍。降雨年内分配不均，主要是由台风活动所影响，在汛期(4—9月)，雨量特

别集中，平均降雨量1081．8毫米，约占全年降雨最的73％，雨量分布呈搿双峰型"，主峰出现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盖至六月，称搿龙舟水黟，次峰出现在八至九月，称矗自露水一，而冬十月至次年春；fl，

雨量稀少，约占全年雨量27％，江河水位低落，容易出现旱患。秋季如无台风雨，则出现秋

旱，因此夏秋易涝，春季易旱，成为本市水旱灾害出现的一般规律，严重影响农作物的稳产

高产。从多年观测，台风对梅县市洪水影响有如下规律。即台风登陆地点在饶平，福建一带

对梅县市影响较少，如在惠阳、海陆丰至汕头一带登陆，由台风带来的暴雨，在梅江上游五

华、兴宁等地普降暴雨时，则对梅县市影响较大，梅江两岸易出现洪涝。此外，还经常出现

春季的低温阴雨，秋季的搿寒露风，，，都会给农业生产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危害·
‘’

梅县市，地形复杂，耕地分散，全市大小河流分别汇入梅江。梅江横贯本市中部j四周

高山环绕，梅江以东的睨山蟑银窿顶，高程达1357米，为梅县市最高点，其次是阴那山的五

指峰，高程为1297米，还有清凉山，鳄鱼嶂，北山嶂、九龙嶂；梅江PJ,：IL的黄寿山、鸡冠山，

大峰嶂、香炉蟑、笔架山，及西部的丫髻嶂，箭竹顶，铁山嶂，其高程都在千米或近千米。

梅县市地势西高东低，都向梅江倾斜，耕地分布在沿江两岸和山谷之间，较大的平原有梅江

沿岸的附城，丙村、松口平原及丘陵地区的石扇，松源盆地。山区梯田多，而灌溉千亩以上

耕地的水利工程较少，只能因地制宜，小型多样，蓄，引，提相结合，以及长距离引水才能

解决平原，丘陵，梯田的早患。由于梅江集水面积大，加上上游水土流失严重，河床日益淤

高，一遇暴雨，易成洪患，常使畲江到松口的梅江两岸遭受淹浸。因此，筑堤防洪，势在必

行。但筑堤后，又出现了内涝溃水，带来本市水利建设的多样化。

(二)

一
、

梅县市历史上水旱灾害频繁，农民长期遭遇‘‘大雨受浸、暴雨大浸、少雨受甲的苦难，

●

农业生产主要靠天吃饭。据史载自公元1184年(宋淳熙十一年)至建国前的19,48年，共发生

大洪灾害有29次，大旱18次，较小的洪、旱则几乎年年都有。明、清时期，广大人民仅能利用

自然条件修陂，筑{『lI，开挖平塘灌溉农田。如明代莆心乡御史廖睿创筑梅江区新塘，郑某

在南口七娘峰溪开筑郑仙高圳，清康熙年间知县王仕云筑程江大水坝陂，乾隆年间武德将

军林奕盂仿台湾筑物法筑丙村银场溪三十六陂，光绪十五年(1889年)松口堡乡人李步南、

温应生修筑上坝头河堤长163丈。这些小型水利及河堤，虽分别起刭一定作甩，但仍无法抵御

较大的旱，洪灾害。据清光绪《嘉应州志》卷五水利部份记载： 口嘉应无平原，广陌其田，、。

多在山谷间，高者恒苦旱，下者恒苦涝，当洪波骤长，其冲决之患，无可如何斧。



。良国年间，内忧外患，战乱频繁，人民贫困，兴修水利设施甚少a虽在民国22年(193It

年)间，黄任寰曾资助倡修西阳、白宫区间的三圳陂，民国27年刘志陆倡筑程江区的．梅西

陂I还有由群众集资，先后修建的松口车田陂，三乡水利等灌溉工程，但受益面积不大，工

， 程标准不高或屡修屡毁，长期不能摆脱灾害的困境局面，多数农田只有由群众自筹兴建的一

些小山(平)塘和一些简单的木石陂进行灌溉。附城，丙衬等平原地区的农户，则靠地下

水，在田头掘井，架设井架，手肩并用，拖杆提水，在沿河岸边则装置筒车提水，无法引，提

“

水灌溉的便成了“望天田黟。据民国19年《梅县县政周年汇刊》称。“若遇凶旱，则委之天

数，别无预防补救之术黟。故农谚有“八月旱，担竿断，九月早，空谷仓”之说。正由于抗

灾能力差，发生在民国32年(1943年)的一次春旱，旱期八十天，全县农田有的无水播种，

有的无法插莳，有的禾苗插后晒枯，许多贫苦人民纷纷逃荒到江西等地。梅江沿岸大小平原

盆地除旱灾外，更常受洪涝之害，大片耕地，往往因此而失收。 ，

(、三) ．，，’。 、

●

‘

·
。t

，·

j ，

： 19'49年lO,q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重视水利建设，把水利当作农业的

命脉。梅县市人民为了战胜水旱灾害，发展农业生产，开展了大规模的治水斗争，实行早，

洪，涝并治，蓄，引、提和大，中，小型水利工程结合，进行综合治理，综合开发。三十六

年来，国家安排水利建设事业的总投资计3796万元，完成土方7130万立方米，建成有蓄水工

程2722宗，总库容1．75亿立方米，有效库容1．39亿立方米；新建，改建引水工程1918宗，引

用流量17．26秒立方米，新建电灌站98宗，装机容量2168千瓦，新建堤围19宗，长65．3公里，

捍卫耕地3．76万亩，捍卫人I：：18．07万人，新建电动排涝站32宗，2060千瓦，排涝面积1．07万

亩，新建小水电106宗，167台，总装机容量32861千瓦，年发电量7000万度，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07．31平方公里，其中效益显著的有16．99平方公里。现在全市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38．79万

亩，其中保证灌溉面积34．22万亩，旱涝保收面积31．04万亩。大量的水利工程建设，有效地

——一改变丁零业生黪待：塾羹御查呈壅童!。童塞壅些圭些：曩童垒垦皇重变兰篁塑曼垄篓三曼
要作用。1985年梅县市粮食总产达4．78亿斤，与1949年1．88亿斤对比，增长了1．5倍。，

建国三十六年来的水利建设，是经过艰苦奋斗，不断提高，逐步完善的过程。大致可分

、

为四个时期· ’^^’

．．f

，一，1950年至1957年，是水利建设恢复和初步发展时期。1949年11月，全国第一次水利



会议提出，我国水利建设的基本方针是。 ‘‘防止水患，兴修水利，以迭蓟大量发展生产的目

的∥。’梅县人民政府针对历史遗留下来水旱灾害频繁的特点，确定以提高抗旱、防洪能力为重

点，采用民办公助方式开展“一村一小型水利"运动。水利建设以整修原有塘坝，陂圳等土

方工程为主，。恢复其原有工程效益。同时，在重旱地区，新建程江区的梅西陂和丙村区人和

水利工程，使程江，扶大，西郊三个区1万多亩农田和丙村人和村1500多亩的耕地得到自流灌

溉，改变了人力拉水、井架林立的状况o 1951年以后，梅县利用小河流多的特点，陆续兴建

了城东扬陂径，梅西羊耳陂、松口引隆陂，畲坑畲东陂等一批引水工程，提高了部份地区的抗

旱能力。1955年在旱情较严重的梅江区，兴建了泮坑水库，随后兴建了畲坑瓦窑下，城东中

坑、城北跌马砾等水库，实行蓄，引结合·对一些靠近河岸，土质渗漏大，水源远，历史上

称作“坝"的苦旱地区，如梅江中心坝，南区溪宫坝、丙村竹筒坝，雁洋东洲坝、梅南轩坑

坝。白渡罗在坝等，则采用机械提水灌溉和小型流动抽水站抽水的办法(后又由流动抽水站

发展成为固定抽水站)，在灌溉上初步形成了蓄，引、提相结合，长藤结瓜的水利设施，使

全县抗旱能力大大提高。同时，还把建国前群众自修自防，矮短单薄的程江区乖子渡堤，铁

卢潭堤，梅江区的中心坝堤和自马头堤，联围筑闸，整理堤系，加高加厚，初步形成了捍卫

农田万亩的程江堤和捍卫城南3万多人口的梅江堤的规模。 ，‘

与此同时，在水土流失严重的荷泗区进行水土保持的试验示范，为适应地方工业发展和

照明需要，开始对水利资源进行开发，试点兴建了松口华侨水电站，和黄石仑水电站。从而

揭开了梅县人民期望已久的办电的自然奥秘o

通过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初步改善了苦旱地区的灌溉条件，提高了常浸地区的防洪能

力，治水工作有了良好的开端· -
’‘

二，1958年至1965年是水利建设大发展时期。 ，。 ．

-：1957'年冬开始，全县集中l万多劳力，兴建石子蛉，千斤，艾子坪、石泉坝，壬录头，瑶

上等六宗骨干蓄水工程，揭开农田水利建设高潮的序幕。1958年5月，党中央提出“鼓足千

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弦的总路线·全国水利会议提出水利建设以‘‘蓄水

为主，小型为主，社队自办为主弦的方针。号召各地大办水利。梅县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

掀起了水利建设的行动高潮。县派出大批水利干部，找水源，提方案，作规划。由于当时受高

指标，浮夸风的思想影响，不讲求技术规程和经济效益，实行边测量、边设计，边施工，加

上摊子铺得太大。是年冬，仓促新建的长沙小密、梅西上官塘，松口杨梅泰，蕉岭溪峰和径子陂

丙村东溪陂等7宗较大的水利工程，巧遇次年二月下旬春水早降，两天内连续降雨183毫米，



致有梅西上台塘、白宫将军翊，松口杨梅泰陂，蘸岭溪酶4宗工程被永i审垮，造成较

大的经济损失。1962年，根据省水利会议提出。巩固提高，加强管理，积极配套，重点新
■

建，充分发挥现有工程效益的方针，集中力量完成了小密水库和其他骨千工程的配套，为抗
7

御1963年梅县遭受百年未见的奇旱起到重要作用。鉴于山区梯田，水源短缺，冷泉多i91963 ．

年，梅县县委推广了县农科所和水车砾下大队搿一坑，一塘、三沟(灌溉沟，排冷泉锈水

沟，排山洪沟)"的经验。是秋，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来梅视察，总结肯定这一成功经

验。号召全省开展靠封山治水，改造低产田劳作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方针。在这时期，全县

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造山坑低产田工作，整修了小山塘500多口，改造了5万多亩山坑低产

田，同时兴建了丙村自沙坪和石坑等水库及南区溪官坝，挟大望江亭抽水站。1964年，开展

了河流为对象的水利规划。引进和推广水轮泵抽水。10月，梅县最大的上官塘(梅西)中型

水库重新上马，对解决程江河的旱，洪为患和水力资源的开发起着重要作用。1965年，梅县

的水利建设继续顺利发展，全县有南口大径、东郊黄坑，白渡汶水、荷泗禾仓石，水车大
。

窝等36宗工程先后动工。在防洪治涝上，50年代后期在梅江沿岸的畲坑区红星一上墩，丙村

区的金盘、锦洲，松口区的官坪，修筑了五宗堤围，捍卫农田1．6万多亩，解除了普通洪水的

威胁。但仍不能抵御1960年6月出现的特大洪水灾害。并对程江堤、梅江堤和锦渊堤的内涝采

用环山截洪，引水出河的方法进行治理，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

．1958年大办水利过程中，梅县试制木制旋浆水轮机成功，并在梅西镰子角建成小水电站，

向全县加以推广，是年冬，全省小水电会议在梅县召开，这对解放思想和发展水电事业起着

推动作用，但当时由于经验不足，推广木制水轮机容易损坏，建站选点又缺乏科学分析，不久

便有部分报废。但也为以后建设小水电打下基础。 ，．

。

．三、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移期间。水利建设受到“左黟倾路线的影响，前期水
l

利工作陷于停顿状态，,水,N-T-作人员多数下放“五·七黟干校劳动，仅留3人工作，水利建

‘。 设只能由基层发动受益群众搞维修配套。中后期，政府鉴于水利不修难于增产，重新抓了农 ．

田水利基本建设，农田灌溉有进一步改善。

70年代初期，对水利条件较差的边远山区，先后兴建了松源岭美，瑶上瑶美，白宫望

一江■右赢巴庄了城北千才等水库■硬全县的防旱灌溉骨千蓄水工程的布局比较均衡。、1977年——一
虽然出现较严重的春旱，七个多月未下过透雨，由于兴修了大量蓄水工程，旱情大为减轻，

农业仍然取得好收成o

1970年9月，梅县市发生严重洪涝灾害，梅江沿岸堤围多处崩决，灾后进行修复加高，

8



防御能力有所加强。同时，在畲江，水车，梅甫、长沙、雁洋新建了堤围9宗。这些堤围

0 设计标准较低，土坝不够高，且有些工程未配套，涵闸未做好，只能抵御一般洪水。1974年，
k

根据中共梅县县委提出的“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力的要求，按十年一遇二十四小时
‘

暴雨，两天排完的设计标准，在梅江堤的七孔闸，近梅桥，四溪角、梅塘、程江堤的八角亭

和锦洲堤的溪联等处兴建电排站，共装机11台，755千瓦，排涝面积达3500亩。

在小水电建设上，60年代后期，着重巩固提高，注意发展有水库蓄水调节和集水较大的

电站。程江梯级电站，小密，大劲，大窝等坝后电站先后建成。1970年秋，县成立“小水电

会战指挥部黟，提出全县实现1．2万千瓦的奋斗目标，组织技术力量，分片指导，全县再次掀

起办电高潮。1972年春按计划完成。《红旗≥杂志曾作专题报导。但当时兴建的小水电有偏

重数量，忽视质量和配套的倾向。 ：

这一时期，部分地方还推行了河道整治。由于当时受蓟噬黟的思想影响，有些工程缺

乏科学论证和周密的计划，大搞形式主义，挫伤了农民积极性。比较成功的有程江的平原段

和长滩段，扎田水寨中段，这两处河道治理后，对缩短河道，水流畅直，防洪防冲等方面均

起到了作用，收到了一定效益。但梅西罗墩的移河工程，耗资30多万元，收效很小，_水素小

立移河工程中途下马，造成人力，财力的损失。 ：‘‘，‘一 ：0

． 四，1979年至1985年，是提高水利工程经济效益的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

着工作重点的转移，水利工作进入以工程管理为重点的新时期。1980年起，着重扭转水利工作

中重建轻管的现象，对全县26宗小一型水库以“部颁劳标准(50年设计，500年校核)，分期

分批进行除险加固，对其他各项工程进行配套、维修，对管理机构进行了充实提高，健全各

种规章制度，推行建设和管理的承包责任制，探索以经济手段管理工程，开始走“以水利养

ill 水利黟的新路子。 。·
一

这一时期，以开发松源河为重点，先后建成有鸡卵滩，诰上水电站，兴建了梅南江坪，+

‘

白渡冷水角，松东涧田，松口扬梅泰、松南小黄坝后，长沙甜竹园，西阳篓竹等水电站。为

使松口片和梅南片山区群众都能用上电。建成松口，梅南35千伏输变电工程。农村水电除

自供自用外，多余的并上国家电网，互相调剂。与此同时，还开展了水资源调查与评价，+水

利化区划与河流规划复查，以及“三查三定黟，(即查安全，定标准，查效益，定措施，查

综合经营，定发展规划)等工作，一方面妥善处理好遗留下来的移民迁安问题，另一方

面，对重点工程项目进行了勘测论证和可行性研究。1985年5月，省人大通过“关于整治韩

江，北江上游水土流失弦的议案，要求十年完成。这个决定对于根治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



境，克服梅县市水利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将是一个关键性的措施。

建国后，在与水旱灾害作斗争的漫长岁月里，梅县市广大水利水电工作者，走遍了山山

水水，历尽了风霜雨露，为水幂q建设，改变自然条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的业绩和献

身精神，是为人们所景仰的。
。

(四)

。兰十六年来，梅县市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艰苦奋斗，持续不断地进行水利建设·

现在全市的水利工程已具有相当规模，自然面貌和生产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变，基本实现水利

化，为梅县市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打下较好的基础。
。。

鉴于梅县市地处山区，耕地分散，农田灌溉多靠小型水利，而现有的水和设施，分布面

广，缺乏骨干工程调节，部分高岗田、远水田的抗旱能力仍然薄弱，有的水利设施巳逐步老

化，沿江堤围标准不高，还不能抗御更大的旱、洪灾害。有些区、乡水源森林和植被缺乏保

护，水土流失严重等等。为了提高水利工程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发展山区经济提供条

件，我们认为在水利建设上应注意做好如下几个方面工作。 。，

一，重视水资源的保护。必须高度认识水土保持，封山育林，涵养水源，恢复良好的生

态环境，是从根本上减轻旱、洪灾害的长期战略措施。必须高标准地加快治理水土流失的步

伐，要从政策上、体制上，措施上，把治水与造林紧密结合起来进行。最近划出塘库在校核

水位线以上100米为水库造林植被保护区和正在进行的定权发证工作，其措施是有效可行的，

必须彻底落实。

二、进一步提高农田灌溉能力。在有条件的地区，要兴建一些水利骨干工程，做到布局

合理，大，中，小型工程联成一体，利于统一调度，互相配合，合理使用。为了发挥工程更

大效益，应抓好农业用水节流措施，进行灌溉渠系的防渗工作，提高渠道的有效利用系数，

在水源紧缺时，发电加工应服从灌溉。同时，应注意适当改变农业布局使与水利化供需平衡

——第畲起来t舅现有小掣水犁戛i墼曼垫坠三坠虽篓壹璺挲龟．进行挖潜改造，
大效益。

使其发挥更

三，注意防洪堤围的治理。近年来的几次特大洪水，梅江堤、程江堤均因标准偏低，质

置不好而决堤，应抓紧进行加高加固，提高其防御能力，至于其他沿河所有堤围，也应分别

轻重缓急，按二十年一遏洪水不成灾的标准，进行整治。对堤内电排站，应做好配套工作，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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