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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丰城位于江西中部，属鄱阳湖盆地，面积2844．69平方公里。赣江纵贯南北，

抚河、锦江环绕东西而下，境内“九水符蜿蜒其间，土地肥沃，雨量充沛，种粮植棉，

得天独厚。索有搿金丰城"之称。

一九四九年以前，水利设施寥寥无几，丰富的水资源不能为民兴利，还会危 。

害人们，几乎每年夏洪秋旱，洪则水乡泽国，早则赤地冒烟，粮食年产量仅3．42亿

斤左右。农业废，百业凋，民不聊生。“金丰城修徒有虚名。一

从五十年代开始，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党和政府领导百万“愚公"大搞以口上

蓄下泄中间排打为主要内容的水利建设，成绩显著，赣、抚、稂等圩堤经过加高培

厚，30年一遇洪水可安全渡汛；紫云山等水库的建成，60天干旱能保丰收；龙口

闸等排涝站的运转，3日暴雨4天就排干。粮食年产量达11．6亿斤之多，农业兴，

百业旺，人民安居乐业。。金丰城’’名副其实。

盘金丰城"之所以能由徒有虚名变为名副其实，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好，是社

会主义制度优越，是水利工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用四化建设要求衡量，还要更

上一层楼，才能保证工农业生产翻两番。

水利志，是图经之要典，备来者之参稽。搞好这项工作，对于继承和发扬我国

盛世修志的传统，总结历史上治水的经验教训，开创水利工作转轨变型，全面服

务的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 为使本志具有“借鉴、教材、承史修的功能，在中共丰城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

导下，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次议》为准绳，坚持通贯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组织专门力量，广征

博采，巨细毕收，反复编纂，历时近6年，三易其稿，使一部凡7篇17章56节，约

27万字的《丰城县水利志》终于脱稿付印。 、



2·序

本志的编修，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关怀与支持，江西省水利厅副厅长王少

农、宜春行署副专员周述荣和丰城县县委书记吴德培为本志题了词，汤维增、樊

得众等同咐--1-州眵伏个咐．士提供了宝贵意见，顺此，表示感谢i
由于资料不全，加上我们的历史知识有限。本志虽经多次修改，仍难免有遗

漏和讹误之处，希望读者提出意见，以便再版时修改。

口
j桫
一九八八年十月



凡‘ 例

一、本志力求全面真实地记载丰城县的水利发展历史，．重点反映建国后的水

利建设情况。

二、所述时间上溯到有据可查，下限至1985年。

三，采用横排竖写，纵横结合的方法。除概述、大事记、附录外，设七篇，按自

然条件、水旱灾害、水土保持、防洪工程、排涝工程、灌溉工程、水利管理排列，下

设十七章五十六节。

四、以志，记、传、图，表、录为主要表述形式。 ．+

五。在世人物原则上不立传。对有特殊情况需予记载的，以列表方式表示。

六、书中工农业产值数据，取自县统计局统计资料。产值均换算为1980年人
民币(元)不变价。 ’·

’

七、所载地形面积、河床与水位标扁，均以老吴淞基面、以米计算为标准。
八、地理名称、政府机构、官职等，均依历史习惯称呼。

九、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个别条文采用纪事本末体·



概 述

(一)

丰城县位于江西中部，东径115度25分34秒至116度6分28秒，北纬27-度42分44

秒至28度26分18秒。东西宽57．50公里，南北长74．40公里。总面积2844．69平方公

里，占全省总面积的1．17‰县境东临进贤、临川县，南连崇仁、乐安、新干县，西接清江、高安

县，北毗新建、南昌县。赣江自西向东北斜贯县内中部，把县城一分为二。赣江西北部惯称

河西，东南部惯称河东。西南部玉华山标高1171．10米，中部丰城平原标高21．50"-'26米

之间，北部药湖沏底标高18米。河西面积743．48平方公里，河东面积2030．11平方公里，

赣江江面71．10平方公里。全县农业区划面积177．95万亩，耕地面积132．93万亩，其中水

田111．43万亩，早地21．50万亩。总人日1024095人，其中农业人口850133人，人均耕地

1．56亩。农业劳动力359000人，其中男劳动力191000人，女劳动力168000人，劳力平均

耕地3．7亩。全县粮豆总产11．68亿斤，是全国商品粮基地县之一。．

本县属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季风明显，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

照春秋短，冬夏长。春夏多南风，秋冬偏北风。年平均气温15．3一,17．5。0，极端最高气温

39．700，极端最低气温-10．5。C。’多年平均降水量1525,,9毫米。

本县河溪纵横，水资源丰富，共有主要河溪23条，湖泊21个，集雨面积达4409．75平

方公里。河流有赣江、抚河、锦江；通过县内长度分别为52公里、10．6公里、22公里。河东

有芗、丰、富，秀、槎、白、株等7条水，经清丰山溪主河注入赣江，同时，有蜜蜂街和界桥2水

入邻县。河西有药湖、浠湖，罗湖、皮湖、泉塘、万石，泉山、礼港、独城、潇江等10条水，注赣

江直下鄱阳湖。本县多年平均径流深730一．．,910毫米，偏枯年径流量19．57r亿立方米，现已

利用水量6．84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偏枯年为2．63亿立方米。水能资源1．5万千瓦，地

热资源6处，平均温度27"-350C，面积6．5亩，流量70．22秒公升。 j

t

‘ ．1
‘



(二)

本县地处赣江中下游，属鄱阳湖盆地。地形复杂，有低山、高丘，也有平原。外受江河洪

水危害，内有山洪侵袭。据清同治《丰城县志》记载；。春洪夏暴，大水横溢，低洼地，又无堤作

障，方圆数十里，一片汪洋，⋯⋯岁以为常，五谷不登，民病其弊一。由于雨量分布不均，夏末

秋初，高温少雨，旱灾频繁。民间流传着：。阳泗夏阳岗，天晴火烧香，三天不下雨，踏破脚板

皮骨的歌谣。据统计，从公元398年(东晋隆安二年)以来的1588年中，发生过较大水灾145

次，旱灾160次。1924年(民国13年)5月赣江大水，决永安蛸等34处，决山墙25处，淤塞农

田155亩，倒塌民房413栋，赣东堤的里蛸徐村，。举村洗刷，只余一树一。1943年(民国32

年)5月至8月不雨大旱。1961年赣江大水，县城石板地决口，冲毁民房527栋，淹死171

人，冲坏土地2250亩，农田受灾23．38万亩，粮食减产7096．19万斤，中断铁路运输264小

时零35分，公路运输10天，经济损失1797万元。

公元651年(唐永徽二年)，始筑赣江东岸堤，尔后略有增大。自唐代至民国时期的1300

多年闾，修过防洪围堤49条，长348．2公里，对保障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起了一定

作用。由予堤身矮小单薄，御洪能力很差。农田灌溉，主要靠河溪、沟塘和陂堰引水。隋，唐

耐代有丰、秀、槎水的荣塘、尚塘、湾塘等山塘陂坝，灌田16万余亩。至清代雍正时期，全县有

山塘、陂堰547座，灌田11万亩。1947年(民国36年)始建慧灯、雷公岭两座小水库，蓄水

量8万立方米，灌田2600亩。1949年，全县有水塘14729座、陂坝1778座，可灌单季农田

20．02万亩。由于塘浅库小，每遇旱期，塘干库枯，农业生产很不稳定。从公元502年(南朝

梁天监元年)至1949年，先后发生连续40天以上无雨的较大旱灾160次，给农业生产造成

+了极大损失。 ，’

，

(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共丰城县委、县政府发动全县人民兴修河堤，提高

抗灾能力。1953年设置农建科，1957年成立水利局，配备专职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主管水

利工作，全县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兴修水利，堵修加固防洪工程，挖塘、打井、作陂灌溉农

田。1957年全县兴修小型水库67座，灌田4万亩，培修圩堤72条，长477．35公里，水旱灾

害得到一定的治理。

1958年，全县人民根据叠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一的治水方针，坚持大、中，小型

相结合的原则，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组织15---,20万劳动力两个冬春兴建16座万亩

以上水库。全省水利现场会在_八一水库嚣工地召开，全国水利先进工具现场会在紫云山水

库工地召开，全国23个省市水利代表团来丰城参观。在这两年中，全县动工兴建水库81座，

古1958年水库总数的22．88％，其中大中型水库10座，创历史记录。但是，在水利建设高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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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存在失误，出现了_一平=调嚣，忽视了谁受益，谁负担的政策。同时，在工程建设中，边

助测，边设计，边施工，步子过大，战线长；人力、物力、财力不足，使岛八一骨、株山、青龙山等水

库相继下马，造成浪费。．已建成的水库工程，亦有不少质量差，标准不够，留有隐患，为续建

配套留下了艰巨的任务。
。 “

，‘√’ ，．“
一，．。

。

1963年贯彻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靠的八字方针，开始纠正

了叠一平二调”的错误，认真执行。巩固提高，加强管理，积极配套，重点兴建，充分发挥工程效

益修的方针，本着社办公助，合理负担，互助互利的原则，使全县水利建设稳步发展。。文化大

革命骨期间，全县水利建设又受到干扰，致使一些水利工程没有充分发挥应有效益。但是，全

县人民仍然坚持兴修水利，与洪涝、干旱作斗争。1968年赣江洪水标高达30．56米时，严重

威胁大堤安全，同年冬，县组织河东地区各公社15万劳动力；进行特等圩堤全面培厚、加高

加固，整治险段，年完成土方130万立方米。同年，利用自然条件，兴建了．-批机电排灌工

程，提高了防洪与抗旱的能力。至1969年，全县培修加固防洪圩堤9条，兴建排渍道5条，

艮74．2公里；修建小型水库156座，开挖引水渠道16条，共长101．7公里。党的十一属三

中全会以后，全县水利建设重点转为加强工程管理，讲究经济效益，实行责任制，计划用水，

有偿供水，开展多种经营。1978年以前，全县水利管理单位多种经营总收入282．93万元，

总亏损3．5万元。1979年至1984年的6年中，多种经营总收入达786．22万元，比前期增

长2．26倍，获得盈利62．19万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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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0年至1985年，’全县先后对水利投资24584．97万元，其中国家投资6832．38万

元，劳务投资17752．59万元。劳务投工21011．93万个，兴修建筑物3004座，其中：节制闸278

座，泄水涵370座，放水涵1369座，渡槽149座，倒虹吸管33座，跌水29座，人行便桥554

座，公路桥222座，占用耕地面积91385亩，拆迁自然村164个，迁移5022户，21693人，房

屋5556幢。完成土石方29260．54万立方米。重点加固和修筑防洪圩堤40条，全长420．63；

公里，保障面积621．17平方公里，耕地62．29万亩。河道整治9段，长78．7r公里，改成新河

．道53．7公里，缩短河道25公里。河道清障破堤5条，长27．2公里。特等堤。赣江东岸大

堤、稂洲堤达到了抗御5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抚西大堤达到了抗御3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

主要圩堤与一般圩堤达到了抗御10,'--'15年一遇的防洪标准。开挖导排渠道31条，长186．。

公里，导排面积343．7平方公里，导洪流量433秒立方米。开挖排渍道11条，长120．1公里，

排渍面积达329．82平方公里，排渍流量99．7秒立方米，受益农田41．5万亩(其中机电提

水排涝受益农田16．5万亩)。兴建蓄水灌溉工程1583座，其中l大型水库2座，中型水库8

座，小(一)型水库32座，小(二)型水库312座，山塘1103座，小型陂堰126座，控制流域面

积708．9平方公里，总库容量达64919．91万立方米，有效库容量达45945．46万立方米，灌

田699992亩。开挖引水灌溉渠道16条，长101．7公里，引水流量11秒立方米(折水量7760

万立方米)，灌田14．25万亩。兴建提水机电排灌站1601座，2244台，3．59万马力，电动机



!：至 塑

2269台，5．36万千瓦；兴建35千伏变电站ll座，主变容量9．62万千伏安，输电线路34条，

长1480．5公里。兴建小型水力发电站2l座，计27台，装机容量1949千瓦，年发电量240

万度，机电抽水量达14737．62万立方米，灌田245608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18万亩。全

县修建灌溉农田渠道578条，长1180．02公里，建筑物2083座，有效农田灌溉面积达108．81

万亩．

随着水利建设的发展，水资源不断得到开发与利用。全县地表径流偏枯年总量为

19．57亿立方米，已开发和利用达8．85亿立方米，占45．22％，其中l农业用水量年达8．64

亿立方米，水田每亩年可用水量653立方米，工业年用水量达1047万立方米，人民生活年用

水量达1001．6万立方米，牲畜年用水量678万立方米。而农田灌溉效益，从1949年的全县

灌溉农田20．02万亩，扩大到1970年的177．24万亩(含复种面积)，提高6．7倍。1985年有

撤水量6．84亿立方米，占水资源19．57亿立方米的35％。有效灌溉面积达108．81万亩，占

-全县耕地总面积的81．86％，占水田面积的97．65％。早涝保收面积已有88万亩，占耕地总

‘面积66．2％，占水田面积的78．97％。由于全县水利条件的改善，扩大了耕种面积，增加了

：复种指数，粮豆总产逐年增长。1949年全县水稻平均亩产232斤，粮豆总产3．42亿斤。至

．1985年，水稻亩产跃升为604斤，粮豆总产达到11．68亿斤，是1949年的3．5倍。

喜看今日，丰城县水利建设事业为发展工农业生产奠定了基础，为繁荣丰城经济作出了

贡献。展望未来，任务艰巨。根据农业区划成果，到2000年，全县开发与利用水资源可达．

-9．42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8．64亿立方米，工业用水o．22亿立方米，城镇生活用水0．3

亿立方米，畜牧用水0．13亿立方米)，占水资源19．57亿立方米的48．13％，增长6．44％。全

县基本实现农田灌溉自流化、排灌机电化。有效灌溉面积达到112万亩，增长2．93％。早涝

保收面积达90万亩，增长2．27％。防洪工程建设：赣东大堤，稂洲堤提高到抗御100年一

遇的洪水标准，抚河西岸大堤提高到抗御50年一遇的洪水标准。主要与一般圩堤提高到抗

御15"-．'20年一遇的洪水标准。同时，进一步加强水利管理与水资源开发利用，为丰城经济

稳定增长再立新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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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丰城县位子江西中部，赣江中下游，属郡阳潮盆地。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水

资源丰富，具有良好的自然条件。 ．’，‘

·

；-一

第一章，江．河湖泊．，
。， ：

”

。

1，

本县主要河流有赣江、抚河和赣江支流锦江(惯称外河)，以及清丰山溪主河等4条。赣

江东岸的清丰山溪主河，由芗、丰、富、秀、槎、白、株等7条支流汇集而成。还有界桥水流入临

川县，蜜蜂街水流入新干县。赣江西岸的赣江小支流，有独城、礼港、潇江，泉山、万石、泉塘，

皮湖、罗潮等8条，锦江支流的药湖、浠湖等2条。河流23条，长750．13公里。主要湖泊

有药湖、浠湖、罗湖、家湖、泉塘瓮、耿家湖、坪家湖、鸦鹊湖、肚皮湖、甘家湖、罗沙湖、雁鹅塘、

大沙湖、双溪湖J二淇湖、中淇湖，下淇湖、赛头湖、马口湖，黄家湖，青草湖等21个。流域面

积为4409．75平方公里，其中本县管辖流域面积为2844．69平方公里，外县径流面积为

1565．06平方公里。本县管辖向外县径流面积为73．61平方公里。
一

●’ 。

。 第一节赣江、抚河

赣江由清江入丰城县境，从谭家窑流经泉港、拖船、尚庄、河ifll、曲江，小港，同田等7

个乡镇入南昌县境。赣江在县境长52公里，水面面积标高30米为71．1平方公里(一般低

水位面积为60平方公里)，占赣江总面积的0．05％。石上河底标高1982年为12．69米。

1982年6月20日丰城最高水位31．56米，洪峰流量19900秒立方米，是全省主要航道。

锦江是赣江一大支流，由高安与新建县流入本县境内，从横蛸头起，流经药湖地区的

圳头，湖塘，同田乡，于瑞河口汇入赣江，全长33公里，本县管辖长22公里。司家闸处河底

标高17．18米．1973年6月25日贾村最高水位36．58米，洪峰流量3540秒立方米，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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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湖街水位为28．85米。汛期通船，冬季河道基本千涸。：，一 ．-。?。‘j。·，‘。’ 7．‘．

，泉港闸内有潇江、礼港，独城等3条河流汇于泉港闸内排入赣江，全长145．．98公里，流

l 域面积1298．06平方公里，其中丰城县管辖面积141平方公里。

l ：+。满江 古称小阳水，又称径楼河。发源于清江县东北部的山前乡河源谓以西的丘陵地

。’I 区，流经山前、临江、径楼，至剪刀口与礼港汇合，长46．38公里。全部为外县管辖，流域面积

．’ 371．28平方公里。 ‘

I，
’

礼港古称曲水。发源于高安县西南部的田南乡福建山南麓和新余市的水北乡丘陵地

。区，流经英岗岭、城上、礼港，至剪刀口与潇江汇合，长74．1公里。全部为外县管辖，流域面积

686．78平方公里。 ，

独城河又称芦花港。发源于丰城县西南部的董家乡荷岭，枫岭，流经三皇圩，独城、石

城埠，至牛鼻嘴与潇江汇合，长25．5公里，流域面积240平方公里，丰城县管辖面积141平

’方公里。 一 一
’

’

‘ 赣江历史悠久，由于水土流沙淤塞，河堤溃决与变迁，逐渐形成许多洲滩。县境内现有

泉港镇的东i}ff，面积1．6平方公里。拖船乡的渡头洲，面积3．3平方公里。河洲乡的苦竹洲，

又称游家2}}l，面积2．05平方公里，中溯面积2．27平方公里。曲江镇的百岁溯，面积23．33平

赣江、抚河、锦江水文特性衰

、 单 ’赣 江 抚． 河 锦江
项目+名称

．⋯位， 樟树． 泉港 石上 丰城 小港口 李家渡 箭江口 温家胡 贾村 松湖街
j

多年平均最大流量 秒立方米 11800 5575

变差系数C， O．36 O．50

偏差系数C． 。 1．08 1．50

P=1％洪峰流量 秒立方米 24900 14900

P=2％洪峰流量 秒立方米 22800 13200

P=3．3％洪峰流量 秒立方米 5440 6550

P=5％洪峰流量 秒立方米 19800 11000 5941

实测年最高水位 ’米 34．72 33．68 32．17 31．56 30．56 32．7l 29．68

出现年月
‘

82．6 82．6 82．6 82．6 82．6 82．6 68．7

P=1％洪水位 米 36．07 34．95 33．49 32．74 31．66 35．37 34．85 32．58

P=2％洪水位 米 35．52 34．41 33．00 32．23 31．15 34．68 34．03 31．87

，

P=3．3％洪水位 米 35．10 34．02 32．60 31．84 30．80 29．66

P=5％洪水位 米 34．76 33．’68 32．25 31．47 30．45 33．68 32．93 30．90 29．33

基面换算值 ’． 米 2．257 2．280 2．299 2．367 2．362 2．020 2．034

(1)赣江洪水坡降：樟树～丰城o．110～0．144米／公里，丰城，小港口O．104,-,0．106米／公里

(2)抚河洪水坡降，李家渡～温家圳O．164--,0．166米／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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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里。四2fIf，面积8．3平方公里。小港镇的张家洲，面积1．83平方公里口同田乡的龙务洲，

面积4．1平方公里，老下洲，面积1．35平方公里。9个洲的洲滩面积达48．13平方公里。

丰城县汛期警戒水位表 水位。米

水 警戒 历年 水
警戒 历年

站 名 最高 站 名 最高

系 水位 水位 水位 水位系 ．

樟 树 32．OO 34．7l
抚

李家渡 30．00 32．80

赣
石 上 29．30 32．17 王家州 29．10 31．91

丰 城 28．70 31．56 河 温家圳 26．70 29．68

江
小港闸外 27．50 30．52

贾 村 33．60 36．58

锦
松湖街 26．20 23．85

清丰山溪 小港闸内 24．70 27．10

江
药湖闸外 25．70 28．18

抚河 廖家湾 41．30 42．53 药湖闸内 24．70

赣江各站历年最高水位及流量表(一) 流量。秒立方米
， ．， 水位。米

年 樟 树 石 上 丰 城 小港口 小港口
(闸 内) (闸外)

出现 出现 出现 出现 出现份 水位 月日 水位 流量 水位 水位 水位
月日 月日 月日 月日

1950 31．75 6．26

1951 33．30 4．23 30．73 16000 4．23 30．00 4．23

1952 31．25 6．17 28．80 lOlOO 6．17 28．05 6．17

1953 32．40 5．29 29．85 12400 5．30 ，29．04 5．30 25．47 6．20 28．04 5．30

1954 32．94 6．30 30．50 14100 6．30 29．65 6．30 25．79 6．30 28．62 6．30

1955 31．06 5．30 28．60 9390 5．31 2 7|．85 5．3l 24．93 6．22 26．86 5．31

1956 31．39 5．31 28．97 10600 5．31 28．24 5．31 25．50 5．31 27．28 5．3l

1957 30．68 5．18 28．19 8770 5．18 27．46 5．18 24．68 4．30 26．46 5．18

1958 32．31 5．13 29．86 12200 5．13 29．18 5．13 25．98 5．14 28．29 5．13

1959 32．60 6．24 30．06 13200 6．24 29．32 6．24 24．64 6．19 25．28 6．24

1960 30．07 6．19 ．，27．75 7650 6．19 27．08 6．19 24．74 5．20 26．10 6．19

．1961 33．68 6．14 31．05 16300 6．14 30．32 6．14 25．59 6．18 29．38 6．14

1962 33．95 6．20 31．38 17700 6．20 30．75 6．20 26．16 7．4 29．75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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