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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洪柏

编史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将历史的经验教训，系统总结，

编纂成志，留给后人，这是一份很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水利与社会、政治、经济有着血肉关系。纵观中国历史j我们的

祖先，最早是聚居在黄河流域，所以黄河流域成了华夏民族文化的发

源地。横看今日的中华，大小城市村镇无不集中在江河湖海沿岸，这

些地区，人杰地灵，经济发达，社会繁荣；缺水之地，则草木不长，

鸟兽不栖，成了渺无人烟的荒漠。

+然而，水可利人，也会害人。夏禹治水，李冰修建都江堰，都是

为了变水害为水利。玉山人民的祖祖辈辈，曾同水旱灾害作了不懈的

斗争，但仍未摆脱水旱灾害的威胁。1 9 4 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中共玉山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即开始率领全县人民，战天斗地，

改造自然，兴修水利，建水电站，改变生产条件。至今，玉山的水

利，已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中小型水库，星罗棋布，灌溉渠道，

纵横成网；水电站装机容量已达1．4 9万千瓦，夜明珠与天上星月

媲美．有力地促进了玉山工农业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翻番，使玉山人

民的生活得到明显的改善。

县水电局，在抓好全县水利建设的同时，组织班子，搜集史料，

经过五年的努力，将玉山的水利历史，编修成志；这不仅可为今后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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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朝塘

玉山地当赣、‘浙两省之交，’信江发源之地，不仅有。八省通衢，

两江锁钥一之称，且有_山清水秀j怀玉钟灵。之誉．

我生在玉山，长在玉山，毕生在玉山工作。我爱玉山的每座山和

每道水，没有山，没有水，就没有美的享受，更没有生的希望．有了

青山和绿水，才构成一个美的世界j给万物以生的条件，给画家以取

之不穷的源泉，用之不尽的力量。

《玉山县水利志》，就是一本玉山的山水历史画，它是玉山全县

人民和水利工作者血汗凝聚起来的结晶，它的出版成书，为玉山的水

利事业树起了历史的丰碑。

玉山的、膏山水画”j’我们祖先已“画，了千百年，无数辈，可是

过去封建时代的画笔：一年年画的都是洪水涛涛，，白浪滚滚，旱魔肆

孽，赤地百里，和那。棺材田，寡妇村’，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

萧疏鬼唱歌一的画面。．一， 。，．’．’·，

。 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时代

里．’人民掌握了画笔，才画出了特色，+绘出了异彩，创作出。春风杨

柳万千条一、 “金波推着银浪飘”、 “星罗棋布人造湖，、 。明珠皓

月相映耀一的新画卷一’，．’． ，． ’．’ 、‘

七一、王宅等l 4 2座大中小型水库和7 4座、装机容量1．4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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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万千瓦小水电站的建成，以及对原有水利设施的全面整修、加固、配

套、扩建，使玉山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三年水打东，三年水打

西一、 仃岩瑞洲，岩瑞洲，十年九不收一和工业上“一穷二白一的旧

貌。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从建国前的2 2．3％扩大到l 9 8 8年的

8 8。6％；旱涝保收面积从建国前的6．9 2％扩大到5 8．O％；

高产稳产面积从建国前的6．7％扩大到6 O．2％；粮食单产由建国

前的8 1．5公斤提高到5 5 9．5公斤；玉山由建国前2 2万人口的

缺粮县，变成l 9 8 8年4 g万人口略有节余的余粮县；农业总产

值，’1 9 8 8年达到1 2，8 2 3万元，为1 9 4 9年l 5 7 3万元

的8．2倍。

水电和农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建国以来，玉山先后

新建了制糖、轴承、水泥、农机、化工等4 0多家厂矿企业，兴办了

一批乡(镇)村企业，工业总产值，1 9 8 8年达到1 0，7 0 1．9万元，

为l 9 4 9年2 0 2．5万元的5 2．8倍。

同时，水土治理也取得了成效，水土流失渐趋缓和。城乡人民饮

水用电条件得到了改善，金县有l 0 0％的乡(镇)、9 6％的行政

村和9 l％的户用上了电。饮水由过去的手提肩挑塘水、河水、井

水，逐步向自来(流)水化发展。

建国以来这3 9年的时间，看来似乎很长，可是与过去几千年的

历史相比，’只是短暂的一瞬。在这短暂的时间内，能够办到过去几千

年所办不到的事，这是玉山历史上的奇迹，更是共产党的伟大和社会

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

然而，历史的长河，继往开来，永远向前。玉山的山水画，远选

没有画完，已经画成的也不尽善尽美。这就寄厚望于后人，紧握画

·4·



序二

笔，精心构思，扬长避短，‘贡献智慧，施展才华，把玉山的山山水

水，画得更加壮观绚丽，画出全县农田高产稳产，画出全县电气化，

画出国民经济再翻番，画出户户都是小康的家，画出一幅万紫千红、

彩霞纷飞的人间乐园，画出一幅传颂千秋，造福万代的共产主义大

厦l ·c

(按。苏朝塘为现任玉山县县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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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共产党《关予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力求做到形式与内容统一，思想性、科学性和

资料性统一。

二．本志为水利水电专志。重点是反映玉山县境内的水利水电历史与现状。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多种形式，以志为主体，分章，节，目．

横排门类，纵述史实·文体采用语体文，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少数事

件结合记事本末体记述。
●

四，所用资料，主要来自县水电局档案室，县档案馆、上级水利部门编印的史料，七一，

王宅水库管理局和各乡(场)水利电力管理站等有关单位的原始档案资料，各乡(场)水利

员，水利工作老前辈等有关人员所提供的文字和口碑资料，力求准确，符合史实。

五，全志文字为国家公布的规范汉字I数字除序数外，余用阿拉伯字著录，历史纪元，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按历史朝代习惯书写，建国后，以公元纪年书录。

六．时间断限。记述的事物，尽量上溯到现所掌握史料的最早时间，下限至1 9 8 8年

l 2月3 1日止，个别事件，个别工程和治水人物，截至脱稿之前。

七、入传人物，不分职位，限于对玉山县治水有功的已故人物，对有突出贡献的在世人

物，采取以事系人办法，分别记入有关章，节，目中，为水利水电建设殉职者入荚名录，称

谓，前加职务或职称，后不赘加。同志一。 ，

八，地名，以1 9 8 4年出版的<江西省玉山县地名志》为准，历史上的地名，按当时

名称记载，必要时加注今名． ·

·1 o



凡 例

九、计量单位，名称、符号均按国家规定执行，引用的史料，仍照实记载，其数据一般

不作换算。

十。本志地面和水面高程，采用黄海高程或假设高程。

十一，水利文献中的工程报告，批复，以工程项目分别收录，余均以时间为序辑录I对

少数文件收录时，作了必要的删繁和订正。

·幺‘



开化，常山，江山三县(市)接

里，东西宽7 5公里，总面积

万亩(水田2 9．8 7万亩，旱地

3．5 2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1 2．8 6％，水域面积6．0 4．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

2．8 8％，其中池塘水库面积4．1 7万亩，占水域面积的6 9．0 4％，河流面积1．8 8

万亩，占水域面积的3 0．3％。共辖2 8个乡，1个镇、8个场，2个水库管理局，1个

农科所，2 8 3个行政村，1 8 9 0个村民小组，1 1．2 7万户，4 9．3 7万人。

玉山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属半山半丘陵地区。怀玉山脉蜿蜒县境西北部，主峰三

清山玉京峰，黄海高程1 8 1 6．9米，为县内最高点，东南有武夷山余脉延伸，文成乡涨

畈，黄海高程7 6米，为县内最低点I全县平均海拔1 8 7米。河流山脉纵横交错，除发源

于县境东北和尚山，茭塘岭的程溪，流入开化其境汇婺江，发源于西北怀玉山金竹坑的陇首

溪，经德兴县境入乐安河外，余均属信江水系。金沙溪、玉琊溪为县内两条最大河流，也是

信江上游两条主要源流，甘溪(古城溪)、沧溪(八都溪)在县城东郊与金沙溪汇成冰溪，

沿县城西流，至文成乡十里山，与玉琊溪相汇成信江，黄家溪、葛仙溪(饶北河)入上饶县

境，汇入信江。金县河流主，支流总长3 8 5．2 5公里，年径流量1 9．5 9亿立米。

玉山的地质，有震旦系至第四系的各系地层出露，岩浆活动较频繁，其中尤以中生代活

动最强烈，形成巨大的花岗岩体和玄武岩夹层。其它时代岩浆仅有零星分布。地质构造，处

于杨子淮地台东南缘，属淮地台二级构造单元。地层出露的岩石，根据岩性、岩石的力学强

度，工程岩组可分为坚硬、半坚硬，松散三大类。境内地貌，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变缓，西北为

中低山区，东南为低山丘陵区，中部为丘陵河谷地带。山区占49％，丘陵占4l％，平原占10％。

玉山的气候，常年温和湿润，但随海拔高度和地形变化而异，具有亚热带气候特征。多

年平均气温在摄氏1 7．4度左右，一月份气温最低，为摄氏6．6度，七月份最高，为摄氏

8 0度。北部山区年降水量在1 9 0 0毫米以上，南部丘陵地带年降水量在1 7 0 0毫米以

下，多年平均年降水量为1 8 0 7．0 9毫米。年平均无霜期2 6 0天，太阳全年可照时数

4 4 2 5小时(闺年4 4 8 6．1小时)，实照时数1 8 8 9．9小时，占可照时数’的

4 2．7 1％’多年平均地表温度摄氏2 0．8度，相对湿度为7 8％。

玉山的水力资源较丰富。地表水年径流量，平水年1 8．8 1亿立米，丰水年2 8．7 9

亿立米，枯水年1 1．5 6亿立米，多年平均(1 9 5 1年至1 9 8 1年)1 9．’5 9亿立

米，地下水，枯水年份有0．5亿立米，平均在王至1．5亿立米左右。水能资源，理论蕴藏



概 述

量可装机1 4．9万千瓦，年电能6．7 5亿千瓦时(年利用4 5 3 0小时计算)，由于地形

和其它经济各项因素，实际可开发的5．1 2万千瓦，年电能1．8亿千瓦时。

(二、

建国前，由于当时的政治、社会制度等条件所限，水资源未能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主

要的水利设施，仅有一些木石土料筑成的陂坝和池塘，以及各种木制水车。清同治《玉山县

志》载，其时，全县有县陂1 1 2座，塘8 0口，后由民间自建了一些小工程，民国兰十年

(1 9 4 1年)，县府征集劳力，修筑了水坝1 1座，完工7座，最大的修复水利工程是汪

村联合坝。民国三十五年征集劳力修筑了水坝、水塘、水井等十多处，主要修复工程有灵湖

坝。1 9 4 9年统计，全县陂坝增至6 0 1座，有沟圳7 0 1条，水井7 6 0口，池塘

6 7 8 1口，有效灌溉面积5万亩．占当时全县水田总面积2 2．3 5万亩的2 2．8 7％，

多数农田不能保灌保收。电力设施，民国十七年，县城始建私营光耀电灯股份有限公司，装

置6 0匹马力木炭机带动4 0千瓦发电机1台，民国二十四年增置4 0千瓦发电机1台，供

应8 3 9户居民照明，民国三十一年六月，日军入侵玉山，机器拆迁，公司停业；水电设

施；更是自纸一张，农户祖祖辈辈没人用过电能照明、灌溉，加工。

(三)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建国后，中共玉山县委，县人民政府，把农田水利建设，当作

发展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头等大事来办。领导全县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改造自然，发展

生产。8 9年来，玉山的农田水利建设，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 9 4 9年至1 9 5 2年，查清老底，全面修复。在此期间，对原有的各种

水利工程，进行了全面调查，规划，于每年冬春，组织劳动力，全面修复，重点整修加固了

灌田7 0．0 0亩以上的灵湖坝和汪村联合坝。

第二阶段，1 9 5 8年至1 9 6 2年，重点示范，大中小结合，遍地建水库。1 9 5 3

年和1 9 5 4年，县人民政府和上饶专署分别在县内兴建了竹青塘与和平两座示范水库，为

玉山开展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培养了技术力量，积累了施工经验。1 9 5 6年至1 9 6 2

年，全县采取大中小结合，遍地开花的办法，从县到公社、大队各级都建水库。这个阶段，

是玉山水利建设规模最大、建库最多的时期。在现有小(二)型以上的1 4 2座水库中，有

8 0％多为此期间所建成I同时，新建了小水电站5座(装机1 0 8 2千瓦)，电灌站6

座。总库容2．4 8 9亿立米，灌田1。8．9 2万亩的大(二)型七一水库和总库容3 4 6 2万立

米，灌田4．5万亩(设计)的中型王宅水库的建成，为全县的防洪，灌溉和工农业用电起

了支柱作用。在百余座新建的水库工程中，虽然多数是在群众运动中建起来，质量上存在不

同程度的问题，但从宏观上看，为玉山工农业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实现，打下了雄厚的

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三阶段，1 9 6 3年至1 9 7 8年．整修配套，发展小水电和机，电灌站。这个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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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工作重点是对已建起的水利工程，加强管理，质量有问题的，进行整修加固或技术处

理，没有配套的进行配套，对不能建水库引灌的地区，则在发展小水电的基础生，兴建机、

电灌站。七一、王宅两座大，中型水库均分别进行了除险加固，整修配套，对其它一些有漏

水，涵管断裂堵塞，洪道宽深度或防洪能力不够，坝坡过陡等病险水库，都针对问题，分

别进行了防渗加固等处理，已倒塌的水库，重新进行设计，重建或改建。工程在老化中更

生，在整修中加固。同时，新建了小(二)型水库2 6座，小水电站和微型机组3 8座(装

机9 7 2 2千瓦)，2 0匹马力以上机灌站7 4座，2 0千瓦以上电灌站9 2座，水轮泵站

8 9座，喷灌站6座。

第四阶段，1 9 7 9年至l 9 8 8年，改革管理，提高效益。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县里根据中央的方针，把水利工作重点转移到管理改革、提高经济效益上来。

l 9 8 1年成立县水电公司，按照“计划用电、分级管理，合同承包、计量收费”的方法，

实行县，社(乡)，队(村)3级管理。在1 9 8 3年贯彻“加强经营管理，讲究经济效

益"的方针后，1 9 8 4年又进一步提出崩全面服务，转轨变型，，的水利改革方向。对水

费，综合经营和承包责任制“两个支柱，一把钥匙刀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在调整水费，电

价的基础上，县里根据工程范围、效益大小和“谁建、谁管、谁用"的原则，进一步健全了

县、乡、村，自然村4级管理制度，实行岗位责任制和承包合同制管理。县水电局除加强

口工程管理股胗人员和技术力量外，各乡(场)先后建立了“水利电力管理站"。各水利工程

逐步傲到搿以水养水，以电养电，自给有余，增加投入打．对重要工程的兴建、扩建，严格

按照审批程序办事I施工按照设计图纸承包，实行阶段检查，竣工验收。此阶段，对大

(=)型七一水库，中型王宅水库分别进行了加固扩建，原小(一)型毛宅水库，扩建为孛

塑水库，原未完成的个别小型水库，续建完成I并新建了小水电站和微型机组8 1座(装机

8 9 g 1．4千瓦)，2 0匹马力以上机灌站4 l座，2 0千瓦以上电灌站3 4座。

到1 9 8 8年底，国家共投入水利水电建设资金8 4 2 9．9 5万元，贷款4 5 9．4 8

万元，群众投工8 2 7 1．6 l万工，用于水利水电建设的木材2．4万立米，水泥5．8 l

万吨，钢材0。3 7万吨，共完成土石方8 6 0 8．I 8万立米，建成大(二)型水库l座，

中型水库2座，小(一)型水库l 9座。小(二)型水库1 2 o座，山塘水库8 2 1座，总

库容4．1亿立米，有池塘2 5 5 7口，总面积8 5 0 0余亩，兴建了大小机灌站6 5 6座

(处)，9 7 7 o匹马力，大小电灌站8 2 8座，动力7 5 0 2千瓦，水轮泵站2 5座(现

存)I有水坝7 7 8条，渠道2 5 9 8条，总长l 6 1 5公里。有效灌溉面积2 9．5 8万

亩，占全县农田总面积的8 7．8％I旱涝保收面积l g．3 7万亩，占全县农田总面积的

5 7．2％．粮食平均亩产由建国前的8 1．5公斤提高列5 5 9．5公斤。建有小型水电站和

微型机组7 4座(部份微型机组老化报废除外)，装机9 4台，容量1．4 9万千瓦，年发

电量达8 7 4 9．5万千瓦时。对2 0座装机1 0 0千瓦以上的电站，进行了并网联网，架

设高压输电线路l 1 9 5．9公里，低压线路2 l 9 6．7 8公里，全县已形成一个完整的地

方电网，分设有4个变电所(站)，5个供电站，不仅l 0 0％的城镇居民，机关、学校、

医院，商店等单位和g 6％以上的村庄，g 1％以上的村民用上电，而且供应了全县的工矿

企业生产，农业灌溉用电．由于水利水电事业的发展，使全县获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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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3 0多年来，洪水未满过县城城区，电视复益率不断扩大，农业上，水稻生产由一季

变二季，粮食总产量增至1 6．7 2万吨，为1 9 4 9年2．5 9万吨的6．4 6倍，农业总

产值增至1 2 8 2 3万元，为1 9 4 9年1 5 7 3万元的8．1 5倍；工业上，兴办了制

糖、水泥、农机，磷肥，印剧、油墨，轴承、活性炭、水泥制品、粮油加工、饲料加工、建

材、制革，造纸，采煤，丝绸．羽绒等4 0多家工矿企业和一批乡镇企业、个体加工业，工

业总产值达1 0，7 0 1万元，为1 9 4 9年2 O 2．5万元的5 2．8倍。

(四)

玉山的生态环境，由于1 9 5 8年“大跃进’’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两次群众运动的

乱砍滥伐，加之人口增加，在单纯抓粮的思想指导下，乱垦乱种，使植被遭到破坏，造成水

土流失越来越严重的后果，流失面积竟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2 0．0 4％，占山地总面积的

2 7．4 8％。县里为了治理水土流失，成立了水土保持机构，拨出水保经费，作出治理规

划，采取全面治理、小流域治理、坡耕地退耕还林，专业队伍综合治理等措施，至1 9 8 8

年，共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1 6．8 9万亩，使全县的植被状况，渐趋改善，水土流失渐

趋缓和。 ·

．

在改善生态环境，生产条件的同时，人畜饮水设施也在逐步改善。6 0年代以来，厂矿

企业、机关单位，饮食服务行业等，都先后建起深机井自来水塔j县城于1 9 8 3年又建起

目取水6 5 0 0吨，日供水5 8 0 0吨，日存水1 2 0 0吨的自来水厂l农村近河地带的农

户，普遍自建压水井，山区村民，利用山坑自然落差，建水池，安管子，逐步普及简易自来

水·至1 9 8 8年，全县饮用上各种自来(流)水的已有6．2万人日，占全县总人口的

1 2．5 7％。祖祖辈辈饮用塘水，河水和肩挑手提饮水的历史，在一些地方，将告结束。

(五)

新中国建立3 9年，玉山在水利水电建设方面，取得了几千年未能取得的业绩，这是新

中国生机勃勃，繁荣昌盛的象征，是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的生动体现，是玉山人民在中国

r共产党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 一
但是，回顾一下过去的建设历程，并非一帆风顺，既走过弯路，也感到“创业之难"。

进行水利建设，一定要讲究科学态度，要保证工程质量，一哄而起的产物，必然会存在缺陷

和遗留问题，会给后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威胁。七一水库，王宅水库的主坝内坡都出现过

大滑坡，人民、胜利、王家坞、周源等水库都先后垮过坝，经常修修补补的水库，为数不

少。历史的教训，后人要借以为鉴。
‘

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提出的奋斗目标来衡量，差距还很大；全县还

有1 2．2％的农田不能有效灌溉，有4 2．8％的农田不能旱涝保收，有3万多千瓦水能没

有开发，有相当的士地面积水土流失没有得到治理，还要实现全县电气化，贯彻国家颁布的

《水法》，今后的任务更加繁重艰巨，玉山人民还需马不停蹄，再接再励，以更稳健的步

伐，向更宏伟的高峰攀登，向更美好的未来迈进1 ．：、 j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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