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 E l X IAN

HUAN JI NG BAo HU ZHI

纛
◆●◆●●◆●●◆◆●●◆，●梅县环境保护志编纂委员会编



梅县环境保护

梅县环境保护志编纂委员会

2003年4月



7

’书

梅县环境保护志

梅县环境保护志编纂委员会编

梅州市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787×1092 16开印张：15．5数字：260000字

2003年5月第1版 2003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广东省梅县非营利性出版刊物准印证
[2003J梅县准印字第015号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梅县环境保护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巫繁星(前任)

副主任：李宇正 谢伟康

委 员：刘添元(特聘)

张奎英 陈寿宏

黄新莲 古秉文

邹雄文

李荣桂(聘请) 侯鹏伟

李雪斐 李英子 赖维忠

黄均国 黄伟政

《梅县环境保护志》编纂室

主 编：谢伟康

副主编：刘添元(特聘) 李宇正

侯鹏伟 陈寿宏

缔 辑：张玉梅 冯红莲 赖志宇

何新卫 王伟雄 吴雪花

杨中 蔡义就 曾丽娜

沈芳 廖杰 徐谦文

张素玲 侯宇均 廖小惠

摄 影：潘其华 赖维忠 陈寿宏

审定机关：梅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李荣桂(聘请)

李晓辉

李莉

李伟铭

赖小红

林海波

张红英

审 修：郭村和 叶永生 刘添元

封面设计：刘添元

校 对：林海波 何新卫 陈寿宏 沈芳

陈瑞玲

张奎英

邹绍保

周琼芳

张红英

蔡义就



《梅县环境保护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巫繁星(前任)

副主任：李宇正 谢伟康

委 员：刘添元(特聘)

张奎英 陈寿宏

黄新莲 古秉文

邹雄文

李荣桂(聘请) 侯鹏伟

李雪斐 李英子 赖维忠

黄均国 黄伟政

《梅县环境保护志》编纂室

主 编：谢伟康

副主编：刘添元(特聘) 李宇正

侯鹏伟 陈寿宏

缔 辑：张玉梅 冯红莲 赖志宇

何新卫 王伟雄 吴雪花

杨中 蔡义就 曾丽娜

沈芳 廖杰 徐谦文

张素玲 侯宇均 廖小惠

摄 影：潘其华 赖维忠 陈寿宏

审定机关：梅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李荣桂(聘请)

李晓辉

李莉

李伟铭

赖小红

林海波

张红英

审 修：郭村和 叶永生 刘添元

封面设计：刘添元

校 对：林海波 何新卫 陈寿宏 沈芳

陈瑞玲

张奎英

邹绍保

周琼芳

张红英

蔡义就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序 ·1·

《梅县环境保护志>是梅县地方志基本组成部分，是记述梅县环保事业的建

立、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的著述，是一部专业志书。它的编修，是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时代的要求o

《梅县环境保护志>的编修，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

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

政策为准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实事求是地

记述梅县环境保护这一新兴事业，力求思想性、科学性、专业性、时代性和资料性

的高度统一。在编辑原则上，主要突出三个方面特点：一是突出时代特点。本着

记述环境保护行政管理机构建立二十年来，特别是国家《环保法>颁布实施以来

梅县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事业的发展，环保工作的成就、经验与教训，成绩和问

题。以大量的史实阐明环境保护是人类赖以生存和进行一切生产活动的必要条

件，展示了环境保护服务社会，促进社会进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二是突出专

业志特点。根据环境保护这一事业本身的需要，和新编地方志对于志书编纂的

目的要求，浓墨重彩对梅县环境状况、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环境污染、环境

监督管理、依法行政和宣传教育，引导人民增强环境意识和法制观念等方面的内

容，纵横贯穿于志书中；三是突出地方特点。梅县是“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

县，山川河流、农村生态环境、农业资源保护，以及城乡造林绿化，营造绿色环境

等，也有充分的反映。

地方志的功能和作用在于“资治、存史、教化”o古语云：“治天下者以史为

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环境保护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各级政府巳列入重要

议事日程o《梅县环境保护志》编修宗旨，就是本着“立足当代，服务社会”，为地

方经济建设的发展，为领导机关从实际出发、进行有效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历

史借鉴。对于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特别是环保部门的干部，则皋彳部环境教育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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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教材。它的编修出版，是梅县环保部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硕果，也为

梅县地方史志增添了文献宝库o

《梅县环境保护志》编修过程中，得到县委、县政府的关心重视，各有关单位

的大力支持，以及上级环保局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具体指导，离退休

干部的鼎力协助，加上全体修志人员的共同努力，精心著述，使这部专业志能在

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得以成书问世。在此，谨致于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乡留

《梅县环境保护志》编纂委员会

2003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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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名为《梅县环境保护志>o所编史料上限时间从1979年6月(即始

设梅州市环境保护办公室机构)起，下限截至2000年，个别内容有所前移和延

伸。下限后2001年1月至2002年12月的大事、要事作附记入志。编纂时本着

“详近略远，详异略同，详此略彼”的原则o

⋯二、本志由述、记、志、图、表、录组成。志首设概述，综述环保事业的建立和 一

发展，历史与现状，总摄全书，为全志之纲；次设大事记，全面记述建立环境保护

行政管理机构以来有关环境保护的大事、要事，为全志之经；志(即专业志，亦是

事业志)为主体，采用章、节、日三个层次编排，横分门类，纵向记述。共设9章44

节，依序排列是：环境质量、环境管理、环境监测、环境监督、污染防治、保护开发、

宣传教育、环境科技、队伍建设；末为附录、附记，以补正文。不设人物传。凡政

绩显著、对工作事业有重大贡献者，在大事记和有关章节中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

记述。全书约26万字。

三、本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随文设置。

四、本志有关章节中记述的内容，为完整起见，含县、区分设前后的县级梅州

市、梅江区；按事物性质设立的章、节，不受现有行政管理系统隶属关系的限制，

相同事物，不论属何部门管理范围，均编入同一章、节中。

五、本志实事求是地记述梅县环保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历史与现状，经验与

教训，成绩和问题。鉴于环境保护范围广泛，涉及多部门职责。本志采取环境保

护系统内从详，系统外从简的原则进行记述。

六、本志文中简称的“建国前”、“建国后”，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以前和建立以后；凡称“中共"、“党”和“党的”，是指中国共产党。志书

中凡涉及30年代、80年代、90年代等，均指20世纪年代。

七、本志数字书写，凡表示记数与计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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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县位于广东省东北部，界于北纬23。55’—24。28’、东经115。47’一116。33’之间。东邻

大埔，西界兴宁，南连丰顺，北接蕉岭，东北与福建永定、上杭毗连，西北与平远接壤，中部

环接梅州市梅江区。全县总面积2755．36平方公里。

梅县四周丛山环抱，向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境内地势西南高东北低，丘陵谷地一

相问，全县山地面积315．4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76．3％。境内主要山脉有阴那山脉和武

夷山脉，其中以明山蟑银窿顶为最高(海拔1375米)，次为阴那山主峰五指峰(海拔1297

米)；内陆江河主要有梅江，属韩江水系，年平均径流量94．17亿立方米。

1987年以前，梅县辖属32个农村乡镇，5个城区办事处，总人口76．50万人，总面积

3017．4平方公里。1988年1月，国务院批准梅县地区改设梅州市，实行市管县体制，撤销

梅县市，设立梅县和梅州市梅江区(县级区)，原梅县辖属的梅城5个街道办事处和城区周

边的5个乡镇划归梅江区管辖。梅县辖27个农村乡镇，后松北乡并入松口镇，现辖26个

农村镇，1个新设立的新城办事处。总人口60．36万人。1993年，经广东省和梅州市人民

政府批准，梅县规划在程江、扶大两镇区域内建新县城，至2000年，建成区面积2．86平方

公里。

梅县自然资源比较丰富，植物种类有1000多种，野生动物117种，饲养动物40多种，

矿藏34种，有良好的开发前景。

梅县地理位置靠近北回归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宜耕。但

易旱易涝，偶有奇热和严寒，以及灾害性气候出现。

改革开放后，广东省大力发展交通事业，梅县也建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铁路

有广梅汕、梅坎线，公路有205、206等国道，民航有梅县机场。

建国前，梅县工业落后，多为私营小型企业和手工作坊，规模小，设备简陋，工艺落后。

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梅县经济建设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社会各项

事业取得很大发展。在经济建设、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人口迅速增加的同时，环境污

染和环境保护问题随之产生并日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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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梅县基础工业薄弱，工业行业结构中，主要有采矿、电力、机械修造、五金白

铁、石灰砖瓦、食品、酿酒、染织、皮革、印刷、制药、木具等20多个行业(门类)，多集中在城

区。工业污染主要是轻工业污染，几乎未对生态和生活环境造成明显影响。

建国后，梅县的环境污染及其防治工作，大致可分为5个阶段。

1949--1957年，虽然没有明显的环境保护目标，但开展了许多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工作。

这一阶段处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梅县的各行业

全面实行公私合营，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兴办起一批国营和集体企业，排污

量很小，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也较小。这一阶段，还没有明确的环境保护目标，未设立管理

环境的机构，但是全县各地进行了许多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工作，兴建了一批公用设施，进

行旧城改造、植树造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疏通下水道，改善居民住宅条件，治理环境脏、

乱、差的区域，使本县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有了改善。

1958--1976年，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动乱影响，生态受到严重破坏，环境质

量恶化。

这一阶段的前三年是“大跃进”，梅县与全国各地一样，经济建设盲目追求高速度，急

躁冒进，不顾生态条件，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到处大搞“小土群”(ePdx高炉、土法炼

铁炼钢、群众运动)，乱开采煤炭和挖铁矿石，乱砍伐林木，近山的森林几乎被砍光，严重破

坏了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环境质量恶化。1961年至1965年，梅县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

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失误，调整工业。压

缩基本建设，关、停、并、转一批工矿企业，并新建起一批县地方骨干企业，但因规模小，污

染排放总量不多，因此污染并不十分严重。 ．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梅县兴办了一批基础工业，但因受动乱的干

扰，有的厂矿生产不正常，处于瘫痪半瘫痪状况，秩序混乱，物质流失，造成一些地区环境

污染，全县自然环境特别是森林资源、名胜古迹遭到严重破坏。

1979年一1981年，相继建立了梅州市(县级)和梅县环境保护管理机构，是梅县环保

事业开创时期。

这一时期开展了环境保护宣传发动工作，使各级政府、各企业以至全社会树立起环境

保护意识，并行动起来保护环境，消除污染和其他公害；进行了大量的环境调查研究。工业

污染防治与环境保护工作逐步开展。

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梅县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工业

企业进行调整，兴办起一批资源型、造血型、外向型企业和一批电子、化工、轻纺工业以及

“三资”企业。改革开放使梅县工业经济迅速增长，但由于人们意识上以发展经济为主，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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