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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康县地广物博，水美鱼肥，本届鱼米之乡。历史上因旱、洪、风、潮为

害，却成为一个穷困的地方。在古代的年月里，每逢大旱，赤地千里，号饿载

道；一遇暴潮，咸泛万顷，溺尸遍野。不少人家，妻离子散，苦不堪言!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八百多年前的宋绍兴年间，无数劳动人民和

仁人志士，为了抗御东西洋旱潮灾害，付出不少辛劳和代价，建成了特侣塘、

西湖塘以治旱，修起了南堤、北堤以御潮，写出了治水历史的第一页。特别

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与人民政府，投放巨款，拨出大量

物资，发动广大群众、干部和科技人员，坚持“民办为主”的方针，发扬“艰苦

奋斗”的精神，以“愚公移山”的意志，年复一年地建库蓄雨水，筑陂引溪流，

装机提河水，打井取深泉，修堤御暴潮，围海造良田，治山保水土，导流建水

电。经过四十多年坚持不懈，锲而不舍地出大力，流大汗，献智慧，洒热血的

治山治水，全县已建成旱涝(潮)保收农田48万多亩。为改变海康生产条

件，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刨出史无前例的实绩。

适逢全国各地各业纷纷修志之际，在省、市水利志编委、县志办的领导

和帮助下，县水电局修志人员，不辞艰难，按照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

进行客观、系统地把水利工作的业绩和实践记载下来，这是海康的第一部水

利专志。本志记述了治水所经历的几个阶段及采取的策略，是符合海康县

水利事业的发展规律。它可为当今水利工作提供历史借鉴，为后人留下珍

贵历史资料。

由于资料残缺不全，修志人员水平所限，难免错漏，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九五年十月

注：陈克宏，海康县人，现任海康县水电局局长、中共海康县水电局总支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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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上限至宋绍兴年间，下限至1994年底，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

记述的重点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建国前”是指1949年9月底以

前；“建国后”是指1949年10月1日以后。

二、本县区域的变动，按当时实况记述。海康、遂溪两县行政区域曾多

次沿革并分，在建国前原属遂溪县的水利工程，按海康现界记入本志。

三、雷州青年运河(鹤地水库的库、灌区工程)是五县一市联建的，本志

重点记述海康灌区的部分工程。

四、对建国前各个时期的政权、官职，按当时机构的习惯称呼；对建国后

的县级和县级以下政权单位，分别按每个时期机构变革后的名称称呼。

五、历史纪年，在建国前，按当时的习惯记述并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号；

建国后，一律按公元年号。

六、志书写的中型水库，是指总库容1000万立方米以上至1亿立方米

以下的水库；小(一)型水库，是指总库容在100万立方米以上至1000万立

方米以下的水库；小(二)型水库，是指总库容在10万立方米以上至lOO万

立方米以下的水库；塘坝是指总库容在10万立方米以下。

’七、本志计量除市亩以外，一律采用度、量、衡公制，数字、百分比，一律

用阿拉伯字。

八、本志的体裁，有记、志、传、图、表、照片等，志为主体，图、表照片分别

附在各类之中。

十、本志正文，共9章，32节，采用横排纵述形式，运用语体文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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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海康县，秦时属象郡，西汉属合铺郡徐闻县、齐改为乐康县、齐康县，隋

初改为隋康县。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因县境东、西临海，海患较多，祈

求海疆康宁，取名海康县。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改东合州为雷州，

县为雷州治。宋改为雷州军，元为雷州路，明改为雷州府，清因明制，县属雷

州府。民国二年，府制撤消，县直隶属于省。建国以后，沿用海康县，现为广

东省湛江市直辖县。 ，

海康县位于广东省雷州半岛中部，地理座标为北纬20。26 7～21。11 7，东

经109。44’～110。23 7。南与徐闻县为界，北和遂溪县接壤，东临雷州湾，西

濒北部湾，南北长83公里，东西宽67公里，总面积3494平方公里(减去沈

塘镇在1983年划出8个大队，总面积38平方公里由遂溪县管辖后)。海岸

线全长406公里。1994年县辖21个镇，总人口12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98．22万人；农业劳动力45．8095万人。耕地面积151．17万亩，其中水早

I田67．56万亩；坡地83．61万亩。农业生产以粮、糖、油为主，是湛江市粮食

生产的重点县。县境地势南高北低，北部和西部属平台地带，地面高程在

32～45米；南部属波状低丘陵地带，高程在65～174米，最高的石卯岭高程

达259米。东、西沿海围垦滩涂高程2．5～3．5米，土质肥沃。

县境内集水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有8条，共控制集水面积2892

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86．2％。南渡河为县内最大河流，流域面积

1444平方公里(其中40平方公里在遂溪县境内)，自北面遂溪县坡仔南流

至店前，折向东流经双溪口出海，全长88公里，上游草木稀少，水土流失严

重。流域内100平方公里以上支流有土塘水、公和水、松竹河、花桥水四条

厂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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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流向下游，形成海康县最大的冲积平原——20多万亩连片的东西洋水

稻田。当潮水顶托，流域内降暴雨时，下游便成为洪泛区，近海地区则经常

受台风暴潮侵袭。

海康县水资源不丰富，境内多年平均迳流总量19．64亿立方米，虽有8

条较大河流，但分布不均，只集中于一半人口和耕地的地区，其余地区(主要

为西南部和西北部)却严重缺水。县内地下水资源比较丰富，总蕴藏量为

12．96亿立方米，但开发利用比较困难。

海康县属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多年平均气温为23℃，最高气温

38．5"C(1977年6月8日)，最低气温3℃(1975年12月14日和29日)。多

年平均降雨量为1429毫米，最大年雨量2889毫米(1973年唐家站)，最小

年雨量485毫米(1962年纪家站)。年内降雨量很不均匀，多集中在6～9

月，这四个月的降雨量占全年雨量70％以上，而且地区分布也不平衡，东北

部雨量较多，向西南部递减，地区差达500～600毫米。海康东西濒海，是台

风多经之地。在汛期(5～10月)，受台风影响较大，每遇台风登陆，常有。特

大暴雨和暴潮，往往形成洪水和潮水灾害。但台风登陆或影响少时，雨量也

少，容易造成干旱。特别是汛期后至次年四月底，降雨很少，经常出现冬春

连旱，这是海康成为历史旱、风、潮、洪灾害的主要原因。但损害较严重的是

干旱与风潮灾。

．海康县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与水旱灾害作了不懈的斗争。宋绍兴

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知军事何庾创建特侣塘和西湖塘，开渠灌溉东洋

农田。这以后到明、清时期，先后筑建石奇陂、曹家陂、那蕴塘、塘边塘、赤泥

堰等十陂、十四塘和九堰。宋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经界司委派胡

簿始建南、北堤，经过历代加固维修和扩建，到民国时期，已成为捍为十多万

亩农田的海堤。此后，还建筑了十多条海堤。到解放前的1949年9月底

止，全县有蓄水工程15宗，引水工程26宗，灌溉农田4：3万亩；建有堤围

15宗，捍卫耕地15．3万亩。这些水利工程，对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

用。但由于数量少，标准低，质量差，无法抵御较大的水旱灾害。如民国三

十二年(1943年)一场大旱，全县大减产，农业收获不到三成，啼饥者不可胜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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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逃荒者络绎不绝。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一次强台风暴潮袭击，南北

堤几乎全线崩溃，直至解放前夕还未完全修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重视水
·

利建设，依靠和发动农民群众逐年扩大建设规模，促进水利事业的发展，经

历了以下几个建设时期：

(--)1950年至1957年，是修复堤围和建设小型水利为主的时期。

海康县人民政府根据1948年遭受台风暴潮袭击后，遗留下来的水利设

施破烂不堪的状况，于1950年提出“水利以防洪复堤，培修抢险为主”的方
’

针，以南北堤为重点，全面铺开修堤活动。南北堤的培修加固，按1948年最

高潮位5．42米(黄海基面)加高l米，堤顶加宽1米进行规划设计施工。并

接长南堤4公里，接长北堤l公里。到1952年，南北堤的防御能力已从的

原来的7级台风加暴潮提高到8级台风加暴潮的标准。随着土地改革，农

业合作化的发展。农民要求发展生产解决灌溉用水十分迫切。1952年，海

康县第三届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兴修水利，推动一村-d,型水利运

动”，着重在干旱地区开展打井挖塘，拦河筑陂，修建水库，开渠引水，逐步形

成了小型水利建设的群众运动。两、三年间，全县水利灌溉面积就增加了

1．5万多亩，提高了抗旱能力。1955年大旱，全县受旱面积45万亩，导致农

业减产。为抗御旱患，县政府下决心大规模地搞水利建设。1955年11月，

县政府决定兴建滨洋水库(中型)，蓄水1330万立方米，解决西洋3．5万亩

农田用水。这期间，于1956年编制出<海康县亚热带资源勘察规划草案>和

全县举办了两期水利技术训练班，共培训农民技术员203人，为水利大发展

作了准备。

(--')1958年至1965年，是水利建设大发展的时期。

海康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

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民办为主，小型为主，以蓄为主”的水利方针。

强调海康的水利建设要以“小型为基础，中型为骨干，必要与可能兴建大型

工程，使大中小型互相衔接，形成一个体系”o动员全党全民投入水利建设。

从1958年6月开始，全县分南渡河以北和南渡河以南两大片进行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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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水利建设。在南渡河以北，集中了八个公社6万劳动力，一部分和其

他受益县市共建鹤地水库(大型水库)rg区工程，大部分开挖雷州青年运河

的东运河和西运河(海康河区)，仅用两年时间就基本建成通水，使海康县北

部27多万亩农田得到鹤地之水灌溉。在南渡河以南，同时建设以龙门水库

为主体的中型水库群。龙门水库(总库容8935万立方米)由龙门、北和、乌

石、覃斗四个公社组织2．4万劳动力施工，于1960年通冰灌溉。此外，南兴

公社兴建了东吴水库，调风公社兴建了迈生水库，杨家公社兴建了恭坑水

库，英利公社兴建了余庆桥水库，唐家公社兴建了田西水库，纪家公社兴建

了曲溪水库，东里公社兴建了溪南水库和东里堵海工程，附城公社兴建了西

湖水库。南北两大水利灌溉工程体系建设的完成，使全县形成了以大、中型

工程为骨干的水利灌溉网，初步改变了海康历史上苦旱的旧貌o

· 在大跃进期间，仅用二、三年时间建设了那么多的重点水利工程，是史

无前例的。但由于准备不足，仓促上马，大多数工程采取边勘测，边设计，边

施工的办法进行建设，加上有重建设，轻质量的思想影响，盲目追求进度，忽

视质量管理，不仅有4宗小(一)型水库在晴天出现垮坝，而且大多数工．程遗

留尾巴长、灌区配套差、效益不能发挥，约制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60年

冬，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县委及早纠

正这些错误思想，在水利建设上以“巩固提高、积极配套，充分发挥已有工程

效益”为原则，不再上新工程，集中主要力量搞已建工程的续建配套，使这些

工程尽快发挥灌溉效益。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全县新增灌溉面积41万亩，

确保了在1963年的大旱之年获得农业增产。

1963年至1965年，对水源条件比较好的地区进行了农田排灌系统整

治。重点放在南渡河中下游的南兴、附城、白沙、杨家等连片十多万亩的洋

田地区开挖排水沟，整治灌溉渠，修建田间交通道，建设园田化耕作区，实现

排灌分家，做到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促进了这些地区农业的稳定增产。

(三)1966年至1976年，是以堤围建设为重点的时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各级党政机关处于瘫痪状态，大部分水

利干部去“五．七干校”，水利建设停滞不前，工程管理工作陷于被动。1968



年9月9日，第11号台风在海康至湛江登陆，暴潮冲坏堤围449处，咸潮淹

没农田1万多亩。沿海群众积极要求修复加固堤围，提高抗灾能力。县革

委重点抓南渡河海堤建设，于1970年提出“斩断南渡河，建设新海康”的宏

伟方案。在省革委的支持下，同年6月动工筑闸联围兴建南渡河海堤工程，

把原来南北提长57．7公里缩短为21．05公里，堤顶高程从原来6米左右加

高至8米，排洪大闸设计流量1665立方米／秒。此工程于1974年7月建成

后，不但可把防御标准从8级提高到9级台风加暴潮，而且，捍卫耕地和人

口从原来12．7万亩，9万多人，扩大到22万亩，14万多人。为了解决鹤地

水库的移民安置问题，于1969年和其他受益县(市)合力修建了企水堵海工

程，围垦沿海滩地3．04万亩，供围垦用水的土乐水库(总库容4380万立方

米)亦相继兴建。

在这一时期里，由于对一度混乱的管理工作加强领导，恢复过去行之有

效的管理制度。在此基础上，还新建了红一tL,楼水库(中型)和16宗小(一)型

水库、扩建溪南、滨洋、田西等中型水库，使全县水利灌溉面积继续增加了

15万多亩。

(四)1977年至1994年，是以工程管理为重点和发挥综合效益的新时

期。

从1977年开始，针对工程逐步老化，失管失修，效益下降的现象，以及

这一时期自然灾害频繁，农业生产损失比较严重的情况。通过对现有水利

工程进行“三查三定”。在掌握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因时因地因灾制宜，把水

利工程重点转移到现有工程管理上来，对现有工程进行安全加固，维修清

淤，提高工程安全和灌溉效益。1977年大旱，全县受旱面积36万亩，粮食

作物比七六年减产2000万公斤。县政府决定要大搞电力提水灌溉工程，于

1977年冬动工兴建南渡河第一期电灌工程，在南渡河中、下游两岸兴建了

麻演、溪头、山尾、松竹等15个电灌站，装机29台，共1810千瓦，提水17个

流量，既解决了东、西洋10多万亩的缺水种植问题，还促进了全县电灌工程

迅速发展。

1980年起，海康县连续遭受1980年7号台风，1982年17号台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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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1号台风暴潮以及1985年8月26日特大洪水袭击，损失严重。

于1988年开始，相对集中人力、财力、物力，进行抢修加固工程。经过四、五

年的努力，修复和加固了南渡河海堤、东里堵海、企水堵海、雷高海堤等16

条，共长77公里，提高了这些堤围防御台风暴潮的能力。维修和加固了东

吴、滨洋、迈生、溪南、曲溪、龙门、余庆桥、西湖、土乐、田西等中型水库及小

(一)型水库共13宗，不但确保水库安全渡汛，还增加蓄水库容781万立方

米。同时，于1984年按照省人大常委会提案的要求，贯彻“公一JJ、民助”的原

则，以打深水井为主，解决嘉山岭地区20条村庄8689人的饮水困难，深受

群众欢迎，并为解决全县饮水困难闯出新的路子。

在新时期的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期，县委、县政府对水利工程强

调要贯彻“改革、安全、效益、搞活”的方针，要重新认识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基

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水利为社会，社会办水利；转轨变型，全面服务。要按照

省水利会议提出“工作要做好，经济要搞活，面貌要改变”和水利部颁布水利

标准的要求，向高标准，快速度，好效果的方面发展。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

新开寸期的水利建设：①堤围加固方面，逐步向硬坡化发展。南渡河大堤自

1987年被省人大列入全省1l条江河整治议案后，十年整治规划，五年完成

硬坡化任务。将大堤长21．05公里的堤顶高程从原7～8米，加高到8．5米

(包防浪墙达9米)，堤顶宽从原3～8米，加宽至6～8米；将外坡从原草皮

护坡改建为混凝土护坡厚15厘米，混凝土防浪墙厚40厘米，并在坡脚建平

台及浆砌石挡土墙，墙顶4～4．5米高程。使防潮标准，从原9级提高到10

级台风加暴潮，还有安全超高0．7米。②水库加固方面，逐步向达标化发

展。余庆桥水库续建工程，于1991年冬动工加固，1994年夏完成，经省验

收认为属质量优良的达标水库。③渠道维修配套方面，逐步向三面硬底化

发展。麻演电灌站干渠长9．3公里，计划灌溉6．4万亩，由于干渠首段3公

里是浆砌石联拱漏水大，后段的6．3公里是利用排河引水，采用两级提水，

效益较差。从1990年开始，改建为三面硬底化(钢筋混凝土坐地渡槽)防

渗，现已完成5．2公里。既能将两级提水改为一级堤水，灌溉效益从原1．5

万亩提高到3．5万亩，且能每年节约提水用电30万度。这一时期，全县新



建渠道三面硬底化防渗长113公里，维修配套建筑物1061座，新增灌溉面

积3．67万亩，恢复灌溉面积11．4万亩，还有相当部分是按山、水、田、林、路

综合治理的要求，建设高产、高质、高效的“三高”农田。④工程管理方面。逐
·

步向改革，搞活发展。为了提高水利的综合效益，进一步改革水价和加强水

费征收，充分利用水土和技术资源，搞多种综合经营，使县管水利工程的综

合经营总收入从1988年的212万元，到1994年增到648万元，提高了自给

能力和职工生活水平。⑤依法治水方面，逐步向正规化发展。1988年以

来，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县水电局相继增设“水政股”、“水资源办公室”

和成立水政执法队伍(监察员)59人，加强水法实施工作。使河道、水利、水

土保持工程清障，水事案件的查处，水资源的统一管理，以及实行取水许可’

制度，征收水资源费等工作都已开展起来，初步形成依法治水的良好局面。

⑥工程与环境整治方面，逐步向安全美化发展。尤其是在1994年下半年，

水电局集中正副局长6人，抽调干部46人组成工作组、实行分片领导，分组

负责，深入12宗中型水库和3宗万亩以上堤围、按“六条”标准大搞工程和

环境整治，修理堤坝和建筑物，治理脏、乱、差，促使工程完整、安全、环境美

观，改善管理条件。

在新的时期里，海康县水利工作取得一定成绩。在1988年、1990年、

1991年和1994年被省分别评为全省三、二、三、二等奖。县水电局并于

1994年被省水电厅评为全省水利系统“文明单位”。

为了适应调整改革新时期对水利要求，自1979年起，先后编制了糖油

基地规划，水利区划，河流流域规划复查报告，水资源调查与评价报告，南渡

河流域规划复查报告，海康县供水规划报告，雷州市(海康县)西南部治旱规

划等，为全面整治现有水利工程和进一步发展水利建设事业提供科学依据。

建国四十五年来，海康人民在水利建设中，实行旱、洪、潮兼治，蓄、引、

提并建，已初步形成一个较完整的水利体系，取得了显著效益。

在灌溉工程方面，建成中型水库12宗，小型塘库446宗，总库容4．98

亿立方米，其中设计正常蓄水库容3．73亿立方米；新建和改建引水工程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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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设计引水灌溉流量14．4立方米／秒；新建电灌站151站，现装机204台，

4783千瓦，设计提水灌溉流量36立方米／秒；新打灌溉机井(现有水的)

1275眼，现已配套745眼；开挖干、支渠1023条，共长1468公里，配套建筑

物2638座。这些工程年均供水量(包括青年运河)5．15亿立方米，总灌溉

面积最高已达73．18万亩；其中：保证灌溉面积53．84万亩o

在防潮防洪工程方面，新建和扩建堤围65条(其中万亩以上堤围3

条)。总长161．15公里，捍卫农田面积34．22万亩，养虾面积3．73万亩，养

鱼面积3．49万亩，捍卫人口16．02万人，其中，新增围垦面积9．2万亩，改

河筑堤治洪9万亩。

此外，新建小型水力发电站9座，装机19台，容量3005千瓦，治理水土

流失面积171．4平方公里。

完成上述工程的总工程费35261万元，其中：国家投资9545万元，县投

资2358万元，群众投资23358万元。完成土方12817万立方米，石方186．

一8万立方米，混凝土23．02万立方米，使用钢材4059吨，水泥143785吨，木

材11575立方米。

这批水利工程的建成和发挥效益，初步改变了海康县过去“有雨则种，

无雨则休，种田在人，收成在天”的旧貌，为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

件。45年间，海康的粮食年总产量从9．75万吨提高到24．29万吨，增长1．

49倍；糖蔗年产从0．67万吨提高到291．8万吨，增长434倍；花生年总产

从2710吨提高到6992吨，增长1．5倍，有“海康粮仓”美称的东西洋，成片

二十多万亩农田已成为平均年亩产五百多公斤粮食的稳产高产农田，这同

水利之益，是分不开的。

建国以来，海康的水利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从工农业发展对水的需

求看，任务还很艰巨，还需作更大的努力。首先，海康县水资源(包括地表水

资源和地下水资源)利用率还比较低，不到15％；水库虽多，能正常蓄水的

却不多；灌区渠系渗漏大，有效灌溉的水量只占50％左右，浪费很大。这就

需要对水库工程逐年进行加固维修，提高蓄水能力，同时要加强工程管理，

整治渠系，大搞防渗工程，才能提高水的利用率。一些缺水和水利设施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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