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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饲

一·本志上限自清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下限至1985年，

个别事项上溯其源适当延伸。本志对历史纪年用当时朝代记法，括号

内加注公元纪年，文中解放前后的分界以新兴县1949年10月20日解

放，人民政权建立之日为标志。

二．本志纲目按篇，章，节，目的层次排列，共分六篇，二十三

章，六十七节，约十四万字o

三·本志文中注释，一般采用随文加注的方法。

四．本志以文字记叙为主，并充分使用图表及照片说明。

五·本志引用的资料，大部分来自县水电局资料室，部分来自县

档案馆，省档案馆和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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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新兴县地处西江下游，是新兴江的发源地，土地肥沃，物产丰

富。千百年来，勤劳的新兴人民为了发展生产，在这块土地上进行了

长期的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为改变旧面貌，特别是在治水，兴利、

除害方面做了不少的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

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我县的水利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建成了

能蓄、灌，引，排、拦配套的水利电力工程，对防御自然灾害，促进

工农业生产起着巨大作用。

．本志抱着实事求事的观点，以详今略古的原则，阐述了我县水利

电力建设事业各个时期的发展，．通过回顾我县水利发展的历史沿革，

总结水利电力的成就和经验，对于我县今后水利电力建设的发展将会

起到一定的借鉴和推动作用o

新兴县水利电力局

一九八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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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县始建子汉武帝元鼎六年，至今已有2101年历史。县境位子西江下游之南，东邻高

明、鹤山县，南邻恩平县，西南连阳春县，北与云浮县相连。四周山峦环绕，地势西南向东

北倾斜，形成东北低，西南高。新兴江贯流金境，支流特多，全县总面积1519平方公里，境

内雨量充沛，平均年降雨量1663．7毫米，水利资源丰富。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搿绿水青山枉自多黟，历代封建王朝和民国时期，只刮民脂

民膏，不顾人民的死活，丰富的水利资源得不到开发利用，旱涝灾害频繁，农业失收，人民

的生命财产没有保障，成了叠三日无雨成小旱，下雨三日便成灾才的境地，至今还流传这样

一句顺日溜。 搿新兴土质瘦，北低西南高，如遇旱或涝，此地一半收，官府还加收，人生饿

到老移。这就是新兴过去的真实写照。 ，
’

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县人民行动起来，不是靠等待大自然的

恩赐，而是向大自然索取，改造大自然，利用大自然为人类造福。凭着良好的自然环境，勤

劳勇敢的人民，发扬了曩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力的精神，封江堵河，开渠筑坝，劈山引水，

疏通河道，筑堤防洪，整治排灌，描绘出新兴县水利水电建设的新景貌，使四溪一水的水资

源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整治了新兴江，兴建了一大批中，小型水利水电工程，初步形成了

，个引，蓄，提，防，发电相结合的水利电力布局。这些水利设施的建成，大大提高了新兴

县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

我县的水利建设经历了兰个发展时期。五十年代，刚获得翻身解放的贫苦农民，组织起

来，安营扎寨，筑陂围塘，与旱魔作斗争，建成了黄哥塘水库，大湾侧引水工程，凤凰水闸等

一批骨千工程，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这是新兴县水利水电建设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

在这期间；以河系为单位，开始科学地，全面地开发利用共成滴，船岗河，．西涸已逼龙河的

水资源，相继建成了共成水库，灌表水库，合河水库，岩头水库等，大批巾，小‘÷)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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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和北峰山、籁竹河，良洞河等一批水力发电站，初步改变了易旱易涝的状况，改写

了本县千百年来没有水电的历史，为全县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有

利条件，七十年代中至八十年代，为整治江河，治理水土流失，改造低产田时期，1973年至

1975年，一个规模宏大的改造河流热潮在全县各地掀起。全县人民挖土改河，劈山排洪，整

治了新兴江、大南河、遛龙河，五西河，裁弯取直，筑堤防洪。紧接着，把遍布全县的低

洼易洪、易涝农田，烂泣田进行整治，大挖排洪沟，排水沟，改造低产田，排除内溃水，

黄坭水，冷泉水，铁锈水，进一步提高了地力。同时，大抓了水土保持，进行了小流域治

理，有效地控制了71．86平方公里的水土流失。进入七十年代中后期，城乡电力大发展，全县

水电装机11702千瓦，使全县小水电佛入了大电网，一个11万伏的输变电工程屹立在飞鹅亭

上，城乡二级输电网纵横交错，布满全县16个乡镇，924农户用上了电，昔日。“松枝、

蜡烛，油灯伴长夜，而今工厂禾场机器隆隆响，树户颗颗明灯照通宵。劳迈开了实现电气化

县的新步伐。
’

新兴县水利水电的建设成就，是全县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作出了艰苦劳

动的伟大贡献。
‘ 一 ’

搿盛世修志，源远流长。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政通人和、安定团结，经

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为继承前辈刨业精神，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启迪后人，造福子

孙·在中共新兴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得到省．市修志主管部门的关怀指导和各界人

士热情关注，鼎力支持，新兴县水电局子1985年秋成立了水利志编纂领导组，组织编写人员

撰写，本着求实的原则，内容贯古通今，详近略远，经历了四个春秋，三易其稿，一部二

千多年历史未有过的《新兴县水利志》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不仅是有益当代，启迪后

人，而且使人们认识和了解全县水利水电建设的过去和现状，激励人们珍惜这些珍贵的社会

财富，从而总结经验，找出薄弱环节，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依法治水，充分开发利用全县

丰富的水利资源，为建设一个文明、富庶，繁荣昌盛的新新兴而努力奋斗I 一·
●

●

，
·- _’ 陈玉麓

，．
·· -， 一九八九年十月一日

．

注：陈玉蓐．广东新兴县人．19S2年由江门调回新兴县工作。1957年任社圩大乡党委书记，任黄哥塘

水库指挥。以后曾筹建过共成水库，洞尾水库、岩头水库，滏表水库等。1973年3月任水电局局长．1976

年任县委常委后．一直负责管水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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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县从公元前111年建临允县始至1985年有2096年历史。县境四面环山，属于新(兴)

一高(明)一鹤(山)丘陵地区，境内有矢露山脉，大云雾山余脉。最高的天露山海拨
1250米，由于县境南面被天嚣山主峰阻挡，境内气候有夏热，冬寒，南(部)冷，北(部)_’

暖，降雨量自南向北递减的特点。全县土地总面积1519平方公里，新兴江在本县流域面积

1285．8平方公里，河流多由东，南，西向北汇流新兴江注入西江。

1985年全县设14区，2镇，163乡，1018自然村，共82991户，869918人，其中农业人

口332784人，除34人为蒙，回，壮．满，瑶、土家，黎、毛难少数民族外，均为汉族。每平

方公里人口密度248．5人，人平耕地0．84亩。

新兴县是新兴江的发源地，主要河流西北有新兴江千流籁竹河，集水面积664．8平方公

里，其中I新兴县属605．8平方公里。上游建有合河水库，从合河水库下游至良洞河电站总

落差96米，为新兴县主要水利资源河段。到1985年已建成六个梯级电站。良洞河电站以下河

道较宽，两岸多农田。 ．，

’ ’ t‘

大南河发源予新兴县南部，为新兴江支流，总控制面积337平方公里。分船岗水、集成水、

共成水，流经县的中部，在洞口汇入新兴江。大南河上游为山区，最高山峰天堂坪，高程1154

米，上游坡陡流急，到县城附近河道变缓，形成河谷冲积平原。洞口以下新兴江沿岸为河谷

平原，土地肥沃，河道两岸多农田，是本县主要粮产区之一。河道下游淤积严重，七十年代大

搞改河运动，大南河与上游船岗水、集成水改河19．4公里，筑河堤38公里．扩宽大南河县城

附近的观音山峡口，新兴江车岗圩下的峡口，对渲泄洪水，降低上游洪水位起了一定的作

用。改河后由于河道裁直，洪水归槽，河道比降变陡，洪水流速加快，．河堤又多用河砂堆筑

成，堤脚大多没有防冲设施，故遇洪水，堤防很多已被严重冲刷。遇较大洪水，一些堤段往

往在洪水位未漫顶的情况下决堤。河道下游一些陂闸布置不当或管理不善，造成上游壅水

～■气



也是决堤的一个因素。1985年8、9月问，一个月内连续遭受台风雨袭击8次，大南河的船

岗水、集成水与新兴江决堤共49处，总长度6152米，堤身大多被严重冲利。全县决堤被泥砂

覆盖农田3000亩，受浸农田67000亩，造成晚造减产粮食达7000万斤。

东部有通龙河，集雨面积220平方公里，两岸多农田，是新兴县主要粮产区。1975年下

游的都斛河段裁弯取直筑堤，减轻洪水为害，效果明显。新兴江干流，洞口至小河口河段，

两岸已成堤围9条，防御标准是5-'10年一遇洪水，两岸农田易受洪水为害。

新兴县的水利建设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因历代政治经济的兴衰和施政重点的不同，水利

时有兴废。建国前修建水和不多，水利设施十分简陋。据1949年统计，全县只有小山塘28宗，

蓄水库容55．8万立方米，陂坝205宗，都是临时性的草木陂或木石陂，有效灌溉面积9万多

亩，大部分农田靠天雨和自然水灌溉，堤围只有城关的梓潼围l条，新兴江与大南河中，下

游两岸经常受洪水淹浸。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兴县水利建设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进入了新的发

展时期，全县人民积极贯彻以“小型为主，社队自办为主"的水利方针。广大群众发扬自力更

生精神，兴建小型塘库、陂坝。于1958年底统计l已建成小型塘库642宗，库容996方立方米，

引水陂坝375宗，弓I水流量1．03秒立方米。1957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予今冬明

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中提出。 “小型为主，中型为辅，必要和

可能的条件下兴修大型工程的水利建设方针一。根据水利方针，六十年代开始，新兴县全面

投入兴建小(一)型骨干蓄水工程及中型工程为主，结合兴建机电排灌站和水轮泵站。到

七十年代，中央提出。 口巩固提高，加强管理，积极配套，重点兴建，充分发挥已有工程效

益一的水利方针，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除兴建中型合河水库及全面整治河道外，从八十年

代开始，重点把已建的中小型骨千工程通过全面清理，逐宗配套完整，转入正常运用。至

1985年底统计，全县建成蓄水工程841宗，总库容1．8404亿立方米，引水工程556宗，引水流

量13．34秒立方米，机电装机761千瓦。全县有效灌溉面积达30．8万亩，占水田面积98．3嘶，

早涝保收面积17．9万亩，占水田面积54．8％。建国后三十六年来，国家共投资2697．14万元，

群众自筹资金645．38万元，使用钢材3531．82万吨，水泥61163吨，木材10190立方米，完成

土方1386．06万立米，石方103．27万立米，混凝土{r8700立方米。．建成这批水利灌溉工程，对

发展农业，增加集体经济，加速农业现代化起了积极作用。

五十年代开始，为研究新兴江的治理，开发，1958年和1959年搞了新兴江流域河流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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