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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自古以来，先民在峡江县j奎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之时始，就有水利开发，明

清时代修筑的陂塘堤堰，至今有的还在发挥效益。然而，在漫长的旧社会，水利

建设不可能有大的发展，特别是水力发电事业，基本上是一张白纸。

新中国成立后，峡江县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中央

一依靠群众，民办公助”、“大力恢复和兴办农田水利”的方针，掀起大规模的群

众治山治水，开发水利资源的高潮。近四十年来，全县已建成以蓄水工程为主

体，蓄引提相结合，具有防洪、排涝、灌溉、发电等综合效益的各类水利工程达

1330座，犹如众多的明珠镶嵌在县境的边陲腹地，丘陵平原。至今，全县有效

灌溉而积达24．2l万亩，旱涝保收而积达15．82万亩，全县小水电更是从零开

始，自1980年至今，已建小水电站29座，装机总容量达3898．8千瓦。为峡江

县回民经济的发展增添了可贵的动力。

《峡江县水利志》一书，是峡江县有史以来第一部水利专业志书，具体介绍

水利水电发展的历史。着重记述建田以来水利水电事业发展的光辉成就，展示

水利水电建设事业的宏伟远景，并总结水利水电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以期探

索新u,]lpJJl：．露lJ水电建设的规fI-'-，她将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资治、教化、借

鉴的作用。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我圈社会主义建设中，水利越来越显示出其在囤民

经济发展中基础产,Jkn勺重要地位。基础越雄厚，经济起飞的后劲越足。从峡江

县经济发展要求，水资源供需平衡的角度来看，我县水利水电事业的建设任务

是繁重的。期望有志于我县水利水电的建设者们，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进

一步解放思想．奋发图强，充分发展自己的聪明才智，勇攀水利水电建设科学

技术的新高峰，为使更多的水利水r匕明珠普照峡江大地，为谱写水利水电建设

的新篇章而夼勇地开拓前进。 。

宋时武

199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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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江县位于江西省中部赣江中游，是个“七山半水两分田，半分道路和庄

园的低山丘陵地区"。赣江从西南向东北穿境而过，境内河溪众多，有较丰富的

水资源，是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

自1526年建立峡江县到现在有463年的历史，建国前，峡江堪称盛世和

小康的治世之期甚短．而衰败动乱之世甚长，战乱不休，灾害频繁，田园荒芜．

民不聊生，痛苦不堪言状。勤劳朴实的峡江人民，为了繁衍生息，发展生产，曾

向自然灾害作过不屈不挠的斗争，兴修过一些小型沟洫陂塘、堰等灌溉工程。

据明朝隆庆年间(公元1572年)《临江府志》记载，时建有陂、塘、堰194座，清

朝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峡江县志》记载，陂、塘、堰增至225座，民国37年

(公元1948年)、《峡江县志》审议稿记载，新增陂、塘、堰116座，连同旧有的工

程可灌田百亩以上的仅67座，而往昔已建陂、塘、堰，又年久失修，大部荒废，

效益甚低。 ， {

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把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水利是农业的命

脉"，领导全县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不懈地兴修水利，发

展农业生产。经过三十八年的艰苦努力，已建成大批蓄、引、提、防相结合的水

利工程体系，基本改变了峡江县易涝易旱的面貌，对发展工农业生产，繁荣峡

江的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发挥了更大作用。但从农业总体开发的要求来

衡量，现有水利水电建设还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1980年以来，农业降

温水利工程出现失修、老化、效益衰减的情况。今后的任务仍很艰巨，全县人民

应继续努力为之奋斗!
。

为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在改革的年代，峡江县水电局编写出本县有史

以来第一部《峡江县水利志》。修志者发扬了艰苦奋斗的精神，收集了大量的历

史资料，四度寒暑，五易其稿，总纂成书。这本志书详细记载了峡江县水利的历

史和现状，经验与教训，观点正确，体例完备，资料丰富，文字通顺，图文并茂。

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借鉴。它将启迪人们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创造更大

的水利建设成绩。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

何自清

1989年5月

)争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

原则，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地用新的

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编纂水利专业志书。

二、年代断限：上限从明宣德九年(公元1,t34年)为开端，下限断至1989

年，有的事件延伸到定稿之日。坚持详今略古原则，取事重点放在建国以后。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诸体，横排竖写，以志为主。设、章、节、目

三个层次。以文字表述为主，图表分别附在各类之中，根据行文需要进行穿插。

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本末体相结合。

四、遇一事物在本志不同章、节分别记载时，则采取“见前不见后”的原则

予以处理，或“详于主体，略于客体，各有侧重，避免重复”。

五、志内文字以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的《简化字总表》为准。除引用历史资

料部分保持原文外，一律采用语体文，简化字，加注标点符号。

六、对地名、政府、官职等，均依当时当地的历史习惯称呼。历史纪年，建国

前按当时纪年，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建国后。

七、在世人物不立传，人物传要实事求是，寓褒贬于事实之中。不作评论。

八、度量衡单位，建国前用原名称，不作换算，建国后以法定计量单位为

准。关于高程基面系统，水文采用吴淞基面，水工采用黄海基面为准。

九、自然科学各学科的计量符号、单位，根据各学科统一通用原则书写。

十、引用文字中的数字，按原文写法书写，不作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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