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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顺德县地处珠江三角洲中部。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常受洪，

涝、风，旱的严重威胁，在漫长的岁月里，广大劳动人民为求生存

和发展，曾与水害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顺德人民遵照毛泽东主席“水利是农

业的命脉"的教导·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发扬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不懈地开展水利建设，经过堵口复堤，联

围筑闸j整治排灌系统，兴建电力排灌站和田间电网，大搞农田基

本建设，水剂条件和自然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基本达到遇洪能

挡，遇涝能排，遇旱能灌的要求，为农业的稳产高产奠定了基础。

四十年来，顺德人民在水利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历史上任何

时期均无法比拟的o
、

回顾历史，科学地总结经验，可使人提高认识，增长才智和力

量。《顺德县水利志》把建县以来的水利建设历程，特别是建国后

的水利建设实践，如实地记载下来，这不仅可为当今水利建设提供

借鉴，而且也可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水利事业日益重要，它既是农业

的命脉，也是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水利建设必须继续搞

好，以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回顾建国后我县水利建设取得的成就，

是和广大水利工作者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所做出的卓著贡献分不开

的，在此表示崇高敬意。希望他们再接再励，努力学习，勇于开拓，

．在新的历史时期作出新的贡献，把顺德的水利建设推向新的里程。



尼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系统地记述顺德县水利事业

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综合古今，详今略古，重点记述建国后水利建设。

二，本志上限于明朝景泰三年(1452年)顺德建县，下限原则上断至1985年，大事

记，县镇机构则延至1988年。

三，本志采取章节体裁，卷首设概述，大事记，正文十章，按以类相从的原则立

目，以志为主，记，传，图，表、录诸体并存。

四、本志取材于县水电局、县档案局等单位档案资料，和《珠江三角洲农业志》，

<广东省自然灾害史料》、《广东省气候历史记载初步整理》，《顺德县志》(1853

年纂)，《顺德县续志》(1929年纂)等文献及调查材料，建国后的水文，气象，水

质资料均引自有关部门。

五，本志行文除引用历史文献外，用语体文记述，机关单位名称除第一次引用全称

外，以后一般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顺德县委员会简称县委，顺德县人民政府简称县

政府，顺德县水利电力局简称县水电局等。

六，历史纪年，民国前按各朝代年号记述，括号内注公元纪年，月，日为阴历，后

为阳历，历史上使用的旧计量单位，一般不再换算。
‘

七，本志地面高程为珠江基面，高程(或水位)中有“一x×米黟是指低于珠江基

面××米。

八，志中耕地或农业用地面积，均包括鱼塘在内。

九，县内河流地名中的海，非是通称的海洋，实为江、河，涌之类的俗称，为照顾

习惯，仍沿用不改。

十、志中水费一词，系指水利工程受益费，内含农业水利费，机电排水费，工商堤

防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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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顺德县位于珠江三角渊中部，总面积806．15平方公里，地势西北稍高，东南略低，

全县海拔40米以上的山岗有20个，其中∞o米以上的S个，顺峰山最高，主峰海拔172．5

米，其余地势平坦，属冲积平原，除少数山岗外，地面都在洪水线以下。顺德是个水

乡，水道面积lo．23万亩，河涌面积6．13万亩，鱼塘面积25．36万亩，合计41．72万亩，

占全县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境内水道属西。北江水系，有干支流16条，总长210公里，年过境水置概算达1504

亿立方米，这些河水受潮汐作用，反向回流，可再度利用，故水资源十分丰富。

顺德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年平均为1639毫米(1953

一1985年)，最多2538．6毫米(1965年)，最少932．8毫米(1956年)。汛期(4—9

月)，雨量最集中，占全年的81％。

颓德县建于明朝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以太艮为县城(后易名大良)，历代乡

村区划各异。现设置有10个区，2个区级镇，辖220个乡及14个乡级镇。据1985年统计，

全县人口84．7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60．46万人。农业用地66．84万亩，其中鱼塘25．36万

亩，蔗地18．27万亩，桑地4万亩，稻田lO万宦，杂地9．21万亩·农业以生产塘鱼，甘

蔗、蚕桑为主，是广东省蔗糖、缫丝原料的主要产地之一．基地，鱼塘生产结构合理，

长期以来形成循环料作制度，基面种桑，蔗，桑叶饲蚕，蚕屎养鱼，塘泥作肥料，循环

利用，互相促进，创造了良好的生态平衡环境，受到中外人士关注。

顺德鱼塘基地连片，不仅为农业增产创造优良条件，对水利排灌也有重大作用，在

正常情况下，遇旱可用塘水灌溉基地，遇雨又可利用鱼塘蓄水，缓解旱涝灾害。

由于地势和气候影响，顺德历来有洪涝，风，旱等灾害，尤以洪涝为主。据史料记

载，自建县起至1949年，共发生洪涝灾害111次，民国期间更为频繁，在短短的38年内，

就发生水患36次，特别是1915年的特大洪水，全县除锦鲤南围和桂渊围外，所有围堤全

部崩决，灾情惨重。 ·

一：

为了生存和发展，顺德人民很早就注重水利建设，远在宋代就有筑堤记载，此后由

于生产发展和水患增加，筑围御水，与日俱增。据资料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顺德

共修建过大小堤围287个，长1000多公里，大小涵闸500多座。这些水利设施，对抗御洪

涝灾害起过一定作用。但因时代局限，早年所筑堤围，堤线紊乱，堤身矮薄，防洪能力

很低，每遇较大洪水，便会决堤。至于农田排灌，则主要靠人力水车和潮汐自然排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顺德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顺德县人民政府领导下，经过长期

艰苦努力，建成捍卫耕地万亩以上的堤围13个，长382公里，涵闸213座，电力排灌站1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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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360台机组，总装机容量21777千瓦，农排低压电网4337公里，建成甘竹滩微水头发

电站，创造了用二级闸改造旧闸的方法，和开大河整治排灌系统等农田基本建设，共完

成土方10542万立方米，石方233万立方米，混凝土20．5万立方米，使用钢材6468吨，水

泥153483吨，木材19786立方米，工程费11021万元(其中国家投资2691万元)。

建国后三十六年来的水利事业，经过恢复发展，逐步完善，不断提高，取得显著成

绩。按其发展大致分为以下六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950—1952年)，以堵口复堤为主，新筑堤围，修建水闸。1949年大

水灾，损失严重，为了修复堤围，恢复生产，1950年初成立顺德县防洪复堤委员会，领

导全县人民堵口复堤，加固旧闸，整治险段隐患，建立和健全各区(围)水利机构，初

步制订一些管理制度，使全县水利工作转上正常状态，并对部分堤围进行修复，联建，

合拢。经过三年的努力，全县培修堤围土方370．6万立方米，护岸砖石方12．67万立方

米，建涵闸15宗，修理窦闸655宗，提高了堤围抗洪能力，新增捍卫面积58321亩。至

1952年底，几个受洪水威胁较大的稻田区，初步得到保障，各项主要农作物产量，全面

超过建国前的水平，在此期间，还培训了一批基层水利人员，为以后大规模兴修水利打

下基础。

第二个时期(1953--1957年)，以联围筑闸为主，加高培厚堤围。经过前三年努

力，全县堤围普遍加强，但抗洪能力还很低。为保障工农业生产发展，全面展开联围筑

闸，先后联成第一联围(即一，二，六区联围)，中顺大围(顺德段)、南顺第二联围、

南顺联安围，齐杏联围、客桂联围，五沙围，南沙围，忠合围、胜江围等十三个堤围，

建成孔宽7米的麻江船闸，总孔宽30米以上的桂畔海，鸡洲、凫洲河水闸3座和孔宽3

米以上的水闸28座，以及涵洞22个和修理水闸一大批。同时，对堤围普遍进行加高培

厚，抛石护岸等工程。经过五年的努力，堤闸面貌一新，捍卫面积达64万多亩，缩短堤

线642公里，减少一批危险旧闸，使防洪能力提高到可抵御1949年最高洪水位。至此，

全县的主要堤围巳基本定型和建成。

第三个时期(1958--1959年)，以整治围内排灌系统为主，在工作中，贯彻“蓄水

为主，小型为主，社队自办为主"的方针，掀起兴修农田水利高潮。先后开挖的主千

河涌有沙海英雄河、龙江跃进河，勒流勒龙河、杏坛新杏河，陈村文登河、北溶林西

河，伦教羊大河、大良逢沙大河及疏浚县城大良河等。在禾田地区大搞“非，，字形排灌

河及小型节制闸工程。同时还开展潮汐发电建设，兴建鸡渊，大良等潮水发电站，各联

围还完成了一批续建工程，新建了水船闸16座，涵洞3个，并建成小山塘45宗，以及一

批二级闸工程，完成岁修土方413．4万立方米，石方5．7万立方米，进一步加l强防洪能’

力，改善排灌和航运交通条件。1959年出现大洪水，水位虽超过1949年，由于发挥联匿

筑闸效益，全县万亩以上堤围安然无恙，战胜建国以来最高洪峰。

这个时期水利建设成就是显著的。但由于受靠左黟的思想影响，急于求成，曾出现

一些盲目冒进现象，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就仓促上马，使工程达不到预期效果，如潮

水发电站矛盾大、效益差，，有些建成后也没有使用，在排灌系统整治中，有些灌区不结

合实际开挖渠道，再加上缺乏原材料和资金，建了一些标准低、质量差的工程，造成浪

费，遗留问题多。在农田基本建设中，也出现过土方放_卫星一(报大数)的浮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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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时期(1960年一1965年)，以建设电力排灌工程为主，狠抓围堤培修和整

．治。1953年顺德遭到较大干旱，翌年又遇严重涝积，两年的旱涝交替启示人们，要使

农业稳产高产-旱涝保收，除了修堤筑闸，整治灌区，充分利用自然排灌条件外，还必

须兴建电力排灌工程才能解决。为此，在1959年冬，省批准顺德兴建电力排灌计划后，

县水电部门集中力量全面规划，设计和施工，架设广州芳村至大良高压输电线路28．3公

里，先后建成北溶，大良两座35千伏变电站和通向各公社电排站的10千伏输电线路，为

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电力条件。建成102座排灌站，装机190台，容量

11833千瓦，抽水能力217立方米每秒，受益面积24．9万亩，形成初具规模的电力排灌

弼，基本结束人力车水，戽水和等天下雨的历史。

·1962年，由于西，北江同时出现特大洪水，虽经奋力抢救，但仍有部分堤围决口．

灾后几年，狠抓堤围培修，整治险段和锥探灌浆；同时新建了新华、良仁涌，高村，湘

洲等4座水(船)闸及广隆围等5个涵洞，维修和加固一批危险工程，完成土方1558．6

万立方米，石方25．5万立方米。 ，

第五个时期(1966--1976年)，以整治河道为主，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和灌区整治。这

时期水利工作虽受“文化大革命净冲击和干扰，但堤围防洪关系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因

而仍然得到有关部门支持，人民公社水利管理部门的广大职工，坚守岗位，与群众一

起，站在修堤防洪第一线。从1966E1969年的四年闻，全县新建三率，迳口，蚬沙等涵

闸7座，完成土方794万立方米，石方16．1万立方米，还取得抗击1966年和1968年两次

大洪水的胜利。 f’

1970年一1976年，河道整治进行了三项较大工程。一是疏浚18公里长的潭洲水道，

工程于1970年8月动工，同年12月竣工，全县出动4万民工，抽干河水，用人力挖运泥

沙，完成沙土方260万立方米。但疏挖后不到几年，洪水带来泥沙淤回原状。．二是兴建

甘竹滩洪潮发电站，工程于1971年1月1日动工，1974年S月全面竣工，建成22台发电

机组．装机容量5000千瓦，和孔宽12．2米的中型船闸一座。由于甘竹滩电站建设按照科

学办事，依靠自力更生精神，成功利用微水头(最低0．3米)发电，高速度，高质量，

完成电站建设，效益显著，达到设计要求，1978年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三是中心沟围

诲造田工程，中心沟位于磨刀门外的大小横琴岛之间，1970年1月1日动工-1972年12

月建成，围得面积一万多亩，中心沟是浅滩洼地，虽经挖塘抬地，整治排灌系统，但仍

-未达到预期效益。

这段时间县社还组织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和灌区整治工程，完

成云近灌区，西便塑和莘村灌区样板点。全县共整治鱼塘8．3万亩，平基改土lo万亩，

禾田格子化ll万亩，完成土方1344．6万立方米。在围堤方面，完成了容高联围工程，甩

’预制，浮运，沉装施工建成眉蕉尾，大岑尾两座水闸，新建大窝沙、歌潜，新涌、上

光，弼教船闸和改建大洲船闸等水船闸工程18座，建成了电力排灌站34座，装机2850千

瓦，共完成土方1114．8万立方米，石方33．43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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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S月，县恢复水利电力局，翌年，为解决水利工程存在问题，根据上级指示，

开展“五查四定黟(查工程建设和投资使用、查安全，查效益、查综合经营，查管理，

定任务、定措施、定计划、定体制)，摸清情况，制定管理措施。

第六个时期(1977年一1985年)，以加强管理，续建配套，提高经济效益为主，开

展水资源调查，和水利区划复查。1977年后，为加强工程管理，县政府，水电局颁发了

一系列布告和通知，推行岗位责任制，调动广大水利职工积极性，促进综合经营发展。

全县水利系统综合经营收入从1977年的27．69万元提高到1985年的176．36万元，增长了

6．3倍。

从1979年起，工程施工还实行口四定一奖疗(四定t定任务，定质量安全，定预算

投资，定竣工日期，一奖。完成四定任务给予奖励)合同制，对施工质量安全，节省投

资，加快进度，产生良好效果。

1984年根据上级布置，完成水资源调查与评价，水利区划与中小河流规划复查工

作。这次规划复查，为水利建设和管理提供准确资料和依据。

这期间，全县完成修堤土方764．59万立方米，石方27．56万立方米，培修达标堤段

201．3公里，处理危险旧闸52座，更换防洪闸门90对，新建豸浦，良马，西河，东海下

等四座船闸和北藩上涌、龙江新涌，杏坛西登等20座水船闸，进一步提高了防洪能力，

改善排灌交通。此外，还通过工程措施，把忠合围并入第一联围、海凌小围并入齐杏联

围，翁花沙，现龙，三丰等围并入第二联围，扩大了联围效益，新建了林广(--9，

(三)，西河、北海、良马，西海(二)、潭村南、旧涌，菊花湾等4l座电力排灌站，

装机6580千瓦，同时对35个旧站开展调巩改造，使全县排灌能力进一步提高。

建国后，顺德人民经过三十六年艰苦努力，建成一个比较完善的防洪排灌系统，根

本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水利落后面貌。使全县66万亩耕地具备抗御普通水旱灾害能

力，有52．7万亩获得旱涝保收。1985年禾田亩产1562斤，比1949年增1152斤，甘蔗亩产

5．45吨，比1949年增2．05吨。亩桑产茧145斤，比1949年增90斤。塘鱼亩产8 80斤，比

1949年增688斤。工农业总产值26．8亿元，其中农业产值7．3亿元，人平收入1645元。

顺德水利事业虽然取得显著成就，但也有过失误和教训。今后，要认真总结经验，

以法治水，提高防洪排涝能力，提高科学管理水平，提高综合经营效益，继续谱写水和

工作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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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

明景泰3年(1452年)置顺德县。 ·：

明景泰5年．(1454年)大水。

明嘉靖14年(1535年)夏五月大水、饥荒，斗米百钱，百年所未见。 一一

明万历24年(1596年)舂夏大旱，民大饥，斗米百六十钱。

明万历47年(1619年)左滩鸡公围易以石堤。鸡公围筑于洪武年间(1368—1398'

长260丈。
‘

明代还筑排涌东洲围，光华马营围，海口大成围，水藤大墩围．古朗马营围等十七

个围。 ◆

清康!fiss年(1694年)八月初一日台风，水涨至城下，陆地可行舟，郊野民居倒塌·

清康熙34年(1695年)南浦，菱溪筑三乐围，长3612丈。

清乾隆8年(1743年)均安上村，豸浦，沙浦、福岸等乡合筑玉带围。

清乾隆12年(1747年)四月廿五日，潭村狂风迅雷大作，树木尽拔，倒房千余问，

伤毙三十余人。 “

清嘉庆1sO(1808年)均安天连筑天成围，长2500丈。

清嘉庆23年(1818年)高赞村前筑长乐围，建闸6座。 ’

清道光2年(1822年)仓门等村筑九顷围，长500丈。 ·

‘

清道光¨年(1834年)左滩筑东安围，长1200丈，建闸3座。

清道光15年(1835年)高赞蒲海筑北洲围，长1150丈，建闸l座，围内农田1000亩o，

清道光17年(1837年)十一月疏浚大良碧鉴河，次年3月竣工，耗资银一万六十八

百余两。

。 清道光28年(1843年)大良古楼筑和半楼，建闸3座，筑三益围，建闸l座，古鉴

筑福庆围，建闸5座。 ．：

清道光24年(1844年)众涌修复安乐围，长2860丈，建闸7座，历时五载始成。

清道光25年(1845年)逢简村南筑广益围，长1500丈，建闸6座。 ：

清道光26年(1846年)新良堡七乡筑成蟠龙围，围内农田15000亩。

清道光27年(1847年--)冲鹤村筑生生围，建闸6座。

清道光28年(1848年)八月初三日飓风。九月二十三日夜又飓风，毁屋拔树，覆舟

无数。

清道光29年(1849年-)上僚水口筑成盘石围。

清成丰元年(1851年)均安南沙筑凌沿围，长2136丈，围内农m2540亩o

清成丰3年(1853年)五月大水。七月水涨，堤围崩溃甚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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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成丰6年(1856年)星槎隔海沙筑福星围，长1300丈，建闸2座。

清成丰11年(1861年)龙山沙富筑合德围，长1600丈，建闸4座，国内农田2746亩·

高赞乡北筑永丰围，长1202丈，建闸2座，围内农田3000亩。 。

清同治2年(1863年)水藤一带六乡村筑玉带围。

清同治3年(1864生．-)七月飓风，西江水涨。鱼塘尽被淹没。 ：

清同治5年(1866年)黄连乡筑忠义围，长3200丈．

清同治8年(1867年)扶闾乡筑和合围，长1600丈，北溜黄涌筑保安围，建闸8 ．

座，龙山排涌筑定安围，长428丈，建定安闸，围内农田638亩。

清同治12年(1873年)龙涌、桂溯海尾等地联筑桂洲围，建闸6座。

清光绪元年(1875年)上华岳步八乡筑白驹围。
’

清光绪4年(1878年)南海吉利，顺德沙涪、水藤、新隆等乡筑南顺五堡东西围。

清光绪20年(1894年)仙涌，庄头，西林筑成阜康围，围内农El 4000亩I文海石溯 。

等筑联丰围。

清光绪21年(1895年)北浯林头筑和益围，建闸2座。

清光绪11年(1898年)登洲潭村、大都等乡筑巩安围。

清代，顺德共修筑堤围140个，除上述32个外，其余在今北溶区有14个，沙涪区有

8个，勒流区有2价，龙江区有15个，杏坛区有35个，均安区有14个，桂洲区有马岗 !

围。

1912年林头筑华南围，长1097丈。
‘

1914年大水。6月27日，南顺桑园围决堤，龙江，龙山、力流，乐从等地堤围多崩

决，农田受淹。 。

1915年7月10日南顺桑园围崩决。是年特大水灾，全县除桂洲围和锦鲤南围外，其余

皆溃决，受灾农田60多万亩。

1918年6月2日西、北江水涨，部分堤圈溃决，受灾农田9．26万亩。

1922年弼教筑复兴围，长1358丈，建闸3座，囤内耕地1924亩。 ’一．

伯船年水灾。受灾10．8万亩。

1924年水灾。受灾9．82万亩。

’1925年桑园围龙江段筑3闸。狮颔口闸(里海)，龙江新闸，歌溜闸，全围闭口。

1029年3月22日台风。毁砖屋，茅棚共九千余闻，伤792人。死1 0 7人，船艇复没

49艘。 ．．

1981年水灾，受灾10．3万亩。

1986年五沙筑海丰围，围内农田1100亩。

195T年1月20日民族渡在甘竹滩触礁沉没，溺死300人。

1940年二龙筑福安围，长926丈，建闸1座，围内农田1069亩。 。

1942年6—7月洪水暴涨，各地围崩，全县溺毙300余人，房屋倒塌1000余间，作

物，塘鱼损失严重。

1944年水灾。受灾面积9万多亩，农作物损失严重，造成饥荒。

1947年大水灾。崩围70余处，6月18日起南顺东西围、盘石，南安等围先后溃决，

·6·



建国后调查，受灾16万亩，顺德成立水灾紧急救济委员会，马来亚吡叻顺德会馆及千里

达三邑同乡会顺德组捐款救济家乡灾民，各地捐水灾赈米22．58万斤。

．8月晚戌时勒流三漕口塌岸，碉楼、北帝宫及木棉树沉入河中·

冬修筑容奇围，长6575丈，围内农田23506亩。’

1948年lO月7日《中山报》载，顺德县政府科长胡普澄苏雄辉等串同贪污水灾赈米

款被控。 j
．t

1949年大洪水，6月soE!起南顺东西囤、巩安，阜康，联丰，林家等围先后崩决，

建国后调查，受灾农田15．68万亩， ． ·^ ，

民国期间，共筑堤围127个。除上述5个外，其余在今大良区有16个，伦教区2 4

个，北藩区36个，陈村区17个，沙浯区9个，桂渊区15个，龙江区2个，杏坛区4个，

均安区2个，勒流区2个寸

1949年10月28日粤桂湘边纵队第一团从番禺市桥进入大良，顺德宣告解放。

12月3日容良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财稂科成立，。下设经建股，副股长古寿珠，负责

水利，农林，交通，、工商等。·

1950年 ’

．1月25日顺德首次召开防洪复堤会议，议定堵口复堤和全面开展堤围培修等工作。

3月20日顺德县人民政府建设科成立，副科长古寿珠，黄国显主持水利工作。

5月l El颁布实施《顺德县1950年各区堤围防汛抢险细则》，汛期定为5月1日至

9月30日。 ’

， 5月5日召开第一届防汛会议，代表130人，成立县防洪复堤委员会，主任黄云耀，

副主任邓浩存，总干事古寿珠。稍后十个区，南顺桑园围顺德段，南顺五福围顺德段、

新顺桂园围顺德段，和各围防洪复堤委员会(共70个)相继成立。

．。I j 5月15日公布《顺德县防洪复堤委员会组织章程》．

6月5日一8日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内容I大力发展生产和防洪、救

灾，筑围等工作，发起囊一桩一包骨和“巡围黟运动。 ．

6月22日召开防汛抢险生产救灾干部会议，县防汛指挥部首次成立。

7月5日公布《顺德县筑修堤民工征集暂行办法》·

．同月7日实行《修堤民工实施细则》。

lO月首次选送各围防洪会工作人员19人到佛山参加珠江专区第一期堤围基层工作人

员训练班学习，结业后由县分配工作。

是年，52个围完成岁修土方45．8万立方米，石方7600立方米，修闸63座。

+．1951年 ．． ． ．

‘

1月xoEl一13日顺德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内容有兴修水利，要求出现
1949年最高洪水位时不崩决一条大囤．

5月3—6日县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内容l发展生产，渡荒救灾和防汛

抢险。会后组织青壮年居民参加防汛队伍。派出“防汛辅导员净巡查各区基围，发动

“一户一器材对征募防汛器材运动，工商界捐款8．5亿元购买抽水机。27台支援防汛，排

积．， 。．． 。



8月，选送29人到石歧参加珠江专区第二期堤围基层工作人员训练班，5人参加水

利土木工程训练班。学员结业后部分由县组成堤工队，其余安排到各区、围工作·

是年，县防洪复堤委员会改称防洪水利委员会。主任陈胜，副主任古寿珠，总干事

黄国显。

1952年
’

1月15日，为管好工商界捐款购买的抽水机，县机械排灌站成立，干部，职工l 5

人，到1957年冬合作化高潮时，大部分抽水机下放到乡，排灌站撤销。

3月，去冬开工的灰口、华口，新栏，合丰水闸竣工。灰口闸是建国后按古老旧闱

形式建成的一座水闸。至此，群力图、陈镇围、容奇围合拢。

同月，珠江水利工程总局炸除甘竹滩“香炉石黟礁石309立方米，使船只安全通航。

5月中旬撤销建设科，设立农建科，科长刘中。

是年，以堤工队为基础，组成县水利工程队。先后任队长的有黄国显(兼)，伦建

开，梁锡秋。1957年撤销，人员调入水利局和各区，围。

是年执行《中南区土改中水利工程留用地办法》，划定水利工程留用地。

1953年

1月25日第一联围工程指挥部成立(即第一，二，六区联围)。指挥陈胜、触

中，余仕超(珠江水利工程总局工程师兼顺德组组长)为副指挥。第一期工程有麻江船

闸，水闸、大门溶、熹涌，大洲水闸，全部工程在7月前竣工。麻江船闸是县内第一座

不打基桩建成的船闸。

4月，陈镇围厘涌水闸(黄国显设计)建成。该闸是县自已设计施工的第一座水闸，

至此，陈镇围联围完成。

5月3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方方菩q主席，珠江水利工程总局刘兆伦副局长，省水和

局关伯标局长，陪同中央水利部傅作义部长及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顾问等到容奇，甘竹

滩，麻江水、船闸视察。 ．

5月至6月中旬，先后出现三次洪峰，基围出险64处。群力围沙流涌水闸闸台陷

落，经奋力抢救，堵住决口。南顺东西围萝村水闸出险，经日夜抢救，转危为安。

9月，西海水闸竣工，三孔总净宽ll米，至此，群力围联围完成。

12月24日，第一联围第二期工程指挥部成立。指挥陈胜，副指挥王仁，余仕超，黄

国显，古寿珠。

1954年

4月29日西海水闸在水位差1．2米时发现后左翼墙坦底冒水喷沙，次日做反滤井导渗 ．

和塞窄涌口，后因渗水淘空，部分块石下沉，为保安全，于5月中旬堵塞了涌口。年底

抽干水修理，并用机械灌浆加固。安全使用至今。

5月31日，去年冬动工的第一联围第二期工程桂畔海，鸡渊．江村，叠石，金陡等

水闸竣工。

6月，多雨，关闸时间长，禾田受积4．8万亩，县机械排灌站派出20台抽水机下乡

排积，堵塞冬瓜窿，银河口，沙寮口涌排积。

6月29日台风侵袭。桂畔海无关闸，外水位从0．10米突涨至2．27米，子围出险，伦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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