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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第二大型引水灌溉工程——袁惠渠，28年来j发挥

了巨大的效益，群众称为“幸福渠一。 ， 一， ’：

。。

建国前，袁河流域灾害频繁，大雨洪水漫流，干旱田地龟

裂。姚圩，新溪乡农民有顺口溜， “有女莫嫁湖ifl{，三年两不

收一。“龙尾洲，龙尾洲，十年九不收一。
j

建国后，袁河两岸人民，及南昌专区各县数万支援民工，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劈山

凿岑，战天斗地，流血流汗，辛勤劳动，兴建了以灌溉为主，

结合防洪排涝的袁惠渠工程。它布局合理，结构科学，效益显

著，干，支，斗，农，毛五级渠道配套成龙，加之有蓄水8．9

亿立米的江口水库作水源保证，真是一座社会主义的好工程。

它的建成，使袁河中下游南，北两岸新余，清江，新干的30余

万亩农田灌溉，27万人口及牲畜饮水，改变了原貌，从根本上

摆脱了旱涝威胁，为发展生产力创造了条件，成为稳产高产

区。旧貌变新颜，整个灌区呈现出。 “田里自流水，粮棉双丰

收，联产承包制，商品用高档，丰衣又足食，农民盖新房一的

新气象。灌区粮食从建渠前的1957年平均亩产150公斤，上升

到1984年的630公斤，每亩增产480公斤，总增产达1．44亿多公

斤。所有这些人们征服自然，改造山河，创造文明的斗争历史

与伟大业绩，理当载入史册，长存于世。
。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黟。编写志书，是我国文化的优良

传统。把袁惠渠工程建设与管理的成就记载下来，发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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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育，存史一的作用，使之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对于激

劢今人，启发后代，都有重大意义，是一项千秋大业的工程，

由于《袁惠渠志》编辑组同志的努力，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辛勤

劳动，广泛收集资料，反复核实校正，在《省水利志)总编室

及新余市志办的指导下，一部反映袁惠渠工程的志书，终于与

读者见面了。这部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横排门类，纵理时间，章节合理，符合志

体，资料翔实，图文并茂，既较系统地记述了袁惠渠工程兴

建，管理和发展的历史，也记述了现代工程技术和综合利用的

前景。它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真实地记载了工程建设的业

绩和劳模先进事迹，总结了工程建设和管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教切f，是比较完整的一部《袁惠渠志》。它的问世，不仅为了

解和研究袁惠渠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加强经营管理提供了依

据，而且还为后世提供了可靠的史料，对袁惠渠工程进一步完

善和发展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愿全局广大职工，继承传统，发扬光大，在“四个一现代

化建设中，锐意改革，扬长避短，团结奋斗，创造更大的成

绩?载入新的史册．

李细梅
‘

． 1988年2月10日



．凡 例

一，本志为记述袁惠渠工程建设和管理专志。全志分为概

述，大事记．勘查规划，测量设计，组织施工，工程现状．工

程管理，工程效益附录等6章19节，首编立序·

=，本志上限为工程创建的1956年，下限为1985年·

三，本志采用志，记．述，传，图，表．录等志体，以志

为主。照片均随文附于有关章节之后。

四，本志所记的地面高程，采用吴淞冻结高程，计量采用

1984年国务院法定单位，凡属工程建设的数据，水位，流量，

图表和百分比，均按国务院规定数字书写·

五，本志引用的资料，大都来自袁惠渠工程管理局档案

室，省水利厅设计院，省图书馆，宜春地区，新余市档案馆的

文书档案以及参加测量、施工．管理人员提供的有关资科和口

碑资料。

六。渝水区即原新余县，泗溪乡即现在的新溪乡，原称公

社即现在的乡，原称大队印现在的村民委员会．原生产队即现

在的村民小组．

七，本志所附的照片，除管理局办公楼外，均为当对施工

I



时拍摄。

． 八、兴建时，民工队伍干部写至工区，直属工地，管理干
- 如÷

部写至副段长以上及相当副段长以上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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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袁惠渠，是江西省第二大型引水灌溉工程．位于袁河中下

游南北两岸的新余市、清江，新干县的平原上。
’‘

一?

袁河，是赣江主要支流，发源于武功山北麓，tl西向东流经

萍乡，宜春，分宜、新余，新干，清江等县，于樟树镇西南5

：公里处流入赣江。全长273公里，灌区占长114公里，流域面积

。．6488平方公里，灌区占面积2588平方公里，上中游为山区，属
’

●

狭长盆地，河床坡降大致为1／25001下游河道两岸较为宽阔平

坦。流域内植被良好，土地肥沃，属附热带气候区，四季分

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每年平均降雨盈为1591．5毫米，无

． 霜期长，适宜各种农作物生长，为全省粮．棉、桔，猪重要产

区之一。新干三湖和清江的“大红袍”柑桔历史悠久．驰名全

国．
、

I，
t、9

袁河流域雨量，时空分布不匀，春夏水多，又集中在4至

6月，秋冬少雨，故水旱灾害频繁．据记载。1875——1877年

连续三年大旱，1931一一1937年，发生四次较大水旱灾害。民

国23年(1934)大旱，新余旱灾面积29．3万亩，从5月8日至

7月24日相隔77天未降雨，大部分禾苗枯死．民国26年(1937)

， I ．／



水灾，袁河两岸，一片汪洋．仅新余受灾面积164584亩，损

失稻谷2545．39万公斤，尤其低洼地区，早稻颗粒无收，晚秋

作物难以栽种，田园荒芜。

建国前，农田灌溉，主要依靠山矿，陂坝蓄水，并利用牛

车、简车、人力车提水，水利工程寥寥无几．袁河中下游的新

余，清江，新千县两岸40万亩耕地，大都是鼻望天丘，旱地

垄一。当地流传着一些顺口溜， “春耕犁耙田，水车先向前，

若要栽下禾，屁股要磨破一。 “下雨三天水汪汪，天晴五日千

死秧一．不是水灾便是旱灾。农民遇到水灾，睁眼望着农田淹

没，碰到旱灾，“晒菩萨黟，“扎草人一．“要龙灯彦，祈神

求雨。结果仍是田地龟裂，庄稼无收，一年辛苦一场空，有的

吃野菜，糠饼，有的挖曩观音土一充饥。加之，还要交租纳

税，真是民不聊生。

、据调查统计，新余的河下，珠珊，水西．罗坊、南英，姚

圩，新溪乡，清江的黄土岗、昌付．洲上乡，新干的荷埠，三

湖乡一带，民国时期，年均受水旱灾害面积达20万亩左右．其

中，8万亩洼地十年九不收，年均减产粮食15000万公斤·

1940年由于旱灾造成缺粮，不少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仅

水西乡打长工的就有477人，讨饭的222人，卖儿卖女的123人．

卖壮丁嫁老婆的222人，卖田卖屋的661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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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民国期间，兴修永翻甚少，每逢旱灾，往往争水论

水，闹纠纷，打械斗．如民国末期，水西乡黄家与大洲村，有

土地980亩，为争狗井陂的水源灌溉，当场打死5人，从此两

村结成冤家，不往来，不通婚。又如罗坊团结等(八姓)与马

洪13村(七姓)，为争自洋陂水源，发生“八姓打七姓黟的大

械斗，打死了13村农民13人，打伤几十人，使无辜的人民群众

受到生命财产损失· ’，

建国后，党和政府视水利为农业的命脉，投入了大量的人

力．财力和物力，对袁河两岸的旧有河堤，山塘、陂坝等水利

设施，。进行了改造加高加固，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1955年又

兴建了部分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抗

灾标准仍然低，缺少骨干工程，水旱灾害仍未摆脱，有点水还

得要车(受益区车灌田占总田亩数97％)，1956年7月，久晴

不雨，彭家洲的社员，连续七天七夜车水抗旱，最后水尽源

枯，禾苗还是干死了．因此，袁河两岸的抗旱和排涝仍是新

余，清江，新干三县的繁重任务． ‘。

1956年6月，江西省水利厅派员普查袁河，同年，新余县

县长黎金盛在省人代会小组会上发言，要求在袁河流域兴建大

型水利工程．省长邵武平极为重视，会后，即派省水利厅厅长

陈志诚、副总工程师万尚萌等到新余，由黎金盛陪同，从新余

3



乘船沿河直上至肖公庙察看地形，选定建坝地址，，经报请国务

院批准，决定兴建袁惠渠。 ，， -’，一。‘．“H．

1 1957年夏，原锦惠渠工程的大部分施工人员，转入兴建袁

惠渠工程。8月1日破土动工，1958年3月，第一期工程(总

干渠大部，北干渠)竣工，投入灌溉。紧接着，第二期工程

(南干渠)于5月动工，1959年7月15日完工。‘’从此，袁河两

岸人民喜笑颜开，祖祖辈辈的愿望，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的领导下得到实现。 ；
，，“4。 。l、，_；⋯：

总干渠，从新余河下乡的榨下村起，至珠珊乡的湾里村

止，全长1．8．5公里。 ，；

’

．

北干渠，从湾里村至清江县昌付乡的太平街，流经新余的

珠珊、水西，罗坊乡，清江县的黄土岗、吕付乡，全长41．21

公里。 ’。

，4
t+

；： ，．

南干渠，从湾里村至清江的洲上乡大洲村，流经新余的珠

珊，水西、罗坊．南英，姚圩，新溪乡和新干的荷埠：三湖

乡，清江的洲上乡，全长77．31公里。”～，： 7。一

全渠有支渠6条，斗渠51条，农渠109条j长379．84公里，

泄洪道长3．39公里，防洪堤长0．95公里，整个工程全长521．2

公里．渠系纵横交错，密如蛛网． ：‘
‘，。 一÷

工程兴建时，新余，清江．新干、萍乡，宜舂，分宜，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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