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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县地处广东省中部偏东，东江中游，是广东省山区县之一。河源气候

温和，雨量充沛，河流众多，水资源极其丰富。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

前，．水利基础甚为薄弱，丰富的水资源基本上没有得到开发利用，致使水，旱

灾害频繁，农业产量极为低下。

在同水旱灾害的斗争中，河源人民深刻认识到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道

理。建国后，党和政府领导河源人民逐步全面制订发展规划，因地制宜地进行

大规模的水利水电建设。采取以治旱为主，洪、早兼治，蓄、引、提相结合的方

针，大力兴建蓄水工程和引水工程。经过38年的艰苦奋斗，全县建成白砾、大坑，
‘’

七砾、赤竹径4座中型水库，90座小型水库，976宗小山塘，蓄水总库容达13523

万立方米，引水工程1856宗，引水流量达12．44立方米每秒；兴建水电站205座，

装机容量30295千瓦。初步形成了适合本地特点的比较完善的水利水电工程体

系。改变了昔日“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状况，为河源的工农业生

产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新丰江水电站的建成，对我省的国民经济建设，对根治东汪洪患，起了极’

其重要的作用o 1968年以后，东江河源河段的洪水再也没有超过警戒水位，这

标志着河源县大面积的洪灾基本上得到了治理。建设新丰江水电站，是对河源

具有极其重大深远影响的一件大事。河源人民为建设新丰江水电站作出了很大

的牺牲和贡献，修建此水电站，使河源减少耕地17．85万亩，年减收粮食8028

万斤，移民10余万人，给河源经济建设和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然而，

河源人民在困难面前没有低头，他们奋发努力，大量兴修水利工程，开荒递 ．

田，改善耕作条件。1987年，在耕地面积比建库前减少11万亩的情况下，河源

县的粮食产量述14．87万吨，比建国初的1950年增长132．3％，工#己业生产，经

济建设均得到了很大发展。 ．

编写《河源水利志》，旨在反映河源水利事业的发展规律，反映河源人民在 ’

党和政府领导下，战胜水旱灾害、开展水利建设的事实，从而正确地找到治水

和开发利用水资源的规律，进一步发展水利水电事业，为社会主叉“四个现代化一

建设服务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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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县水利志》对河源县水利建设的经历，特别是建国后水利建设的过程

和成就，作了翔实的记载，是一部既具有地方特色，又汇思想性、科学性、资

料性于一体幻行业性专志。我们期望并相信，《河源县水利志》的编纂出版，能

对河源以至其他地方的水利建设起借鉴和促进作用，并为后代留下可贵的史料

和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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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

持改革开放，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实事求是，详今略古。运用新观点。新方

法、新I材料，力求思想性v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结合。

二、本志断限弘上自明朝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下至公元1987年。记述

重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8年。

三，本志编日，按章节排列，事以类同，横排竖写。全书分为序、凡例，

概述、大事记，附录、编志始末和志书正文14章、45节，共17万字。文体用语

体文，记叙体，随文插图附表，彩色照片集中于前。大事记用编年体编写，辅

以记事本末体。

四、本志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朝代、国号纪年，括号内

加注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文中第一次出现中

华人民共和国时用全称，其后，简称建国前和建国后。除特别指明者外，凡写

年代均指20世纪。

五、本志资料，建国前主要录自广东省档案馆，广州市中山图书馆，广东

省水电厅资料室、中山大学图书馆及河源县档案馆的旧县志、昭档案，建国后

主要录自河源县档案馆、县水电局资料室、惠州市档案馆及其他有关部门，少

部分来自调查资料。所引用的历史资料，尽量在记述中注明出处，以资考证。

建国后的各种统计数据，以县统计局，县水电局、惠阳地区水电局的统计资料

为准。不管建国前后的数据，如记载不一，均取查考后认为合理可靠者。

六、河源县辖区范围曾多次变动，本志叙事P),1957年1月划定的河源县行

政区域为准。1957年前的一些无法分开的数字，则按当年的县域记述。县及县

以下的机构一律按当时的名称记述。

七．．本志凡简称“党"的，均指中国共产党，凡称党支部、党委、县委、市

委、地委．．省委的，均指中国共产党所在组织，凡称政府的，均指人民政府。

八、本志高程采用珠江基面水准，凡采用其他高程者加以注释。计量单位

均用当时使用的单位。

九，本志的数字，按1987'年1月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部门公

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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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县位于广东省中部偏东，东江中游，北接和平、连平，东连龙川、

五华，南邻紫金、博罗，西界龙门，新丰等县。地处东经1140197至1150227，

北纬23。327至24。157之间。县境东西长103公里，南北宽79．6公里。

河源古为百越地，后为楚地。南朝齐永明元年(公元483年)设置河源县，

县名沿用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河源县先后属东江专员公署、粤东行

政公署和韶关专区管辖。1963年7月属惠阳地区。建国后，行政区划曾多次变

动o 1986年11月，全县设8个乡，19个镇，289个村民委员会，34个居民委员
’ 会，另有4个国营林(茶)场。。 ·

河源县是广东省山区县之一，水力资源充足，物产丰富，是广东省最大的

水力发电企业——新丰江水电站所在地。全县总面积4387．57平方公里，耕地面

积38．52万亩，其中水田29．33万亩，早地9．19万亩，人口58．82万，其中农业人口

48．87万人。

．县境内山多林密，地形复杂。山地占全县总面积的60％o丘陵占全县面积

的25％，平原占5％，河流、水库(包括新丰江水库)水面占10％。主要山系有九连

山支脉、缺牙山山脉、紫金山脉，最高峰为东南边境的双丫笔，海拔1290米。

以东北至西南为走向的缺牙山山脉，东自柳城上洞大帽山起，西南至桂山止，把

全县分为两半。西南面为灯塔盆地，属新丰江流城，面积2374．75平方公里。东

南面为东江主流河谷区，面积为2005．75平方公里。由于山河对地的切割，全县

分为河东、河西、新丰江库区三大块。

主要河流有东江及其支流新丰江。东江干流发源于江西省寻邬县那坑山，

流域面积33913平方公里，干流全长523公里，·在河源境内河段长106公里，集水

面积4387．57平方公里。新丰江是东江右岸一级主要支流。发源于新丰县玉田点

兵，流域面积5813平方公里，支流全长163公里，．在河源县境内河段长84．1公
’

里，集水面积2374．75平方公里。国家于1958年7月在县城以北6公里的东埔镇

亚婆庙峡谷处拦河筑坝，兴建新丰江水电站，控制流域面积5734平方公里，总
◆ 库容139．8亿立方米，装机容量29．25万千瓦o

此外，集水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的河流还有东江一级支流黄村河，曾田

河。康禾河，久社河’东江二级支流叶潭河、船塘河，东江三级支流骆湖河、

·1988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河源市，撤销河源县。原河源县分为郊区和源城

区，东埔镇，埔前镇、源城镇归源城区管辖，其他乡镇归郊区管辖。

＼、



灯塔河、忠信河。

河源县位于北回归线北缘，属亚热带季风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但降

水量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不均匀。多年(1953年至1987年)平均气温21．2℃，1月

份为最低温，月平均温度12．1 13，7月份为最高温，月平均温度为28．2 13。极端

最高气温39．3．13(1953年)，极端最低气温一3．8℃(1955年)。多年平均湿度77％，

多年平均蒸发量1681．9毫米。多年平均年日照2003．6小时。多年(1953年至1979

年)平均降水量1889．9毫米(河源站)，最大年(1959年)降水量为3912毫米(回

龙站)，最小年(1963年)降水量为559．9毫米(康禾大禾站)。年降水量在地区

分布上有差异，从南到北逐渐减少，但变幅不大。在年内分配不均匀，每年汛

期(4至9月)的降水量为全年总降水量的79．9％，前汛期仅五六两个月的降水量就

占全年降水量的38．7％，后汛期八九两个月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20．2％。

全县水资源丰富，多年平均径流量43．3亿立方米，人平均占有量8199．5立

方米，’是广东省人平均占有量的2．3倍。还有东江、新丰江、忠信河的客水年

径流量共51．92亿立方米(按枯水年计算)。浅层地下水储量为10．84亿立方米，是

农村人畜食用水的主要水源。

河源县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51．07万千瓦，近期可开发量为47．25万千瓦，

1987年已开发32．28万千瓦(包括新丰江水电站29．25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12．85

亿千瓦小时(其中新丰江水电站设计年发电量11．72亿千瓦小时)，1987年实际年

发电量6．34亿千瓦小时。

由于地理位置、地形、气候和降水在时间、空间分布不均匀性的影响，河

源县历史上水、旱灾害频繁，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影响工农业

生产的发展。据史料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县受各种灾害威胁的面

积计有l受洪面积29．69万亩，占原有耕地面积49．44亩的60．05％。主要分布在

沿东江和新丰江两岸的柳城、地运、蓝口，黄田，义合，仙塘、东埔、埔前、城

镇，灯塔、骆湖、船塘等乡镇。以江洪、山洪灾害为主。据有关史料的不完全记

载，从1462年到1949年出现大洪水60余次，清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河源

七月洪水，率江泛滥，风雨交发，波涛耸立，佛迹潭开I：1，岸脊崩颓，声闻数

里，白沙堤堂地冲陷成坑，深至八九尺，水势腾涌，由南冈决入噩湖，东由龟

峰塔下直达于河，坟墓滔没于水者无算，老城民房店铺多被冲塌，呼救之声耳

不忍闻骨。旱灾方面亦很严重。1949年全县受旱面积36．44万亩，占当时耕地面

积的73．7％，主要分布在骆湖、灯塔、顺天．．双江、三河、船塘、樟溪、上莞、

埔前、东埔，地运、蓝口、黄村、叶潭等乡镇o 1943年舂，“天大早，赤地千

里，无法耕种，到处发生严重饥荒，饿殍遍野。此时，河源粮价成十倍地上涨，

蓝，能、康(蓝溪一黄村、能溪一叶潭，康禾)一带粮荒尤为严重，贫穷农民只得

以树皮草根度日，忍饥挨饿，四处逃荒。"

明朝，已有河源人民同水、旱灾害做斗争的记载。他们修堤筑陂，御洪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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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浚河挖圳，引水灌溉。明代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河源县筑有官陂，超

陂，土陂，仙女，黄沙等5座水陂，县志称口引水灌田千余顷"。清代《河源县志努

记载，．河源县于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年)在县城上城东门外修筑噩

湖，以减缓洪水来势。另外，位于长平挨山(现博罗境内)的蚺蛇塘，“乃塘之

最大者，灌田甚多竹。民国期间，又在仙塘，东塘、南湖、蓝口、黄田等地建

成了一些小型的山塘、水陂o 1949年全县有效灌溉面积13万亩。，占当时耕地

面积49．44万亩的26．3％，主要靠临时木石陂引水和小型山塘灌溉，这些水利

设施规模小，标准低，防御能力差，屡修屡毁，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

低。农业生产因此极其落后，1949年全县平均粮食亩产仅在100公斤上

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了发展生产，改善人民

生活，领导人民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河源县的水利建

设按其发展过程大概可分为6个时期。

一、1950年至1952年

水利建设以修复和兴建小型塘库，水陂等灌溉工程为主。1950年在黄村兴

建洋坑山塘，库容8万立方米，这是建国后河源县兴建的第一宗库容较大的．蓄

水工程。1950年冬船塘乡白流村(现流石村)群众兴筑库容2380立方米的长蛇山

uJ塘，并修复了社前段河堤。老围村组织青壮民工近1000人，将礼士水傍山裁

弯取直一段，且沿河作堤长1．2公里，保护水田1500亩。经过3年努力，全县共

修建山塘228宗，水陂114宗。共完成土石方60．85万立方米，水利总投资48．69

万元，投入劳力90万工日。灌溉面积比1949年增力95000亩，5．59万亩农田的水

利灌溉设施得到了改善。1952年县选送人员到东江水利技术培训班学习。同年

在船塘镇举办首期水利技术培训班，培训农民技术员61名。

二、．1953年至1957年 ，

1952年，河源县完成土地改革。1953年国家开始实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

个五年计划。通过土地改革，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发展生产的热情很高，因

此，积极要求兴修水利，改善生产条件。随着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建立，

组织起来了的农民，已有能力进行较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这一时期的水利工作

实行蓄、引并举，仍以防旱灌溉为重点，继续培训人才，为迎接大规模兴修水

利做好准备。1954年从上级业务部门调配来4名技术人员，1953年至1956年每年

举办1期水利技术培训班，共培训区、乡技术人员423人次，为发展区、乡小型

况》。

·该数据摘自1965年4月河源县委办公室、南方日报资料室合编的《河源县基本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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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56年动工兴建河源县第1宗小(一)型水库——三河大

坑水库。同年，县选派22人到惠阳地区水利技术培训班学习。1957年动工兴建

上莞大陂小(一)型水库。从此，县内的小(一)型水库和各类型水利工程都能依

靠自己的力量勘测、设计、施工。至1957年，全县共兴建了上下园湖等18宗小

(--)型水库，765宗山塘，建成了石角陂、老围陂、水口山陂、马腰砾等灌溉

1000亩以上的引水工程和474宗小型引水工程，新增灌溉面积1．61万亩，改善灌

溉面积10．83万亩。1957年河源县开始进行有史以来的第1次水利普查，制订水

利规划，为以后水利建设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1958年至1962年

1958年，党中央提出拓鼓足千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万的

总路线。在这个路线指引下，各地纷纷成立人民公社，开展全面的大跃进运动。

这一年，河源县委动员人民大搞水利建设，掀起兴修水利的热潮，形成全党

全民办水利的局面，最高日出动民工达10余万人。并大搞群众运动，开展工具改

革。当年开工的东埔美石下引水工程，动员了万人上工地，挑灯夜战，该渠被

命名为“万人渠"。义合下屯大坝圳扩建工程铺设轻便铁轨运土，埔前黄洞坝水

库工程采用空中吊车运土，加快了水利建设事业的发展。

1958年国家在河源县境内动工兴建新丰江大型水电站，对河源县的水利水

电建设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为河源县发展电力排灌事业提供了充足的电力，

对根治东江洪患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水库兴建初期，县内减少优良耕地17．85

万亩，年减收粮食8028万斤，移民10．6万人，土地、粮食较为紧张，移民迁移、

安置的任务艰巨繁重。县人民政府在1958年6月成立“河源县移民安置委员会"，

集中力量进行新丰江水库清库和移民安置工作。

由于新丰江水库淹浸了大片良田，因此，扩大耕地面积，提高水利灌溉能

力，成为河源县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1959年10月，成立“河源县水利指

挥部"，统一领导全县的水利建设。至1960年，全县建成了黄洞坝、马落塘、

狮形地、大陂等4宗小(一)型水库，20宗小(二)型水库，617宗山塘，405宗水

陂。新增灌溉面积1．5万亩，改善灌溉面积13万亩。极大地改善了河西片的上

莞，船塘、三河，黄沙、樟溪，城关片的埔前、东埔、仙塘，及柳城、蓝口等

丘陵区、山区的灌溉条件。1963年早造，河源县境虽然出现了百年一遇的干旱，

但由于水利工程发挥了作用，87．4％的水田插下了秧苗。但“左’’的思想影响所产

生的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强迫命令和刮“共产风霄等错误，给水利工作带

来了一定的副作用。同时由于当时材料缺乏，财力不足，小(一)型以下水库普

遍采用平放管、石灰三合土包瓦管，涵管偏小，难于检查维修。

1961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骨的方针，

水利工作亦集中力量对已建的工程进行续建配套。1961年至1962年，河源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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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前、东埔、仙塘等地试点兴建泥金、木京等17宗电灌站。泥金站装机3台，容

量95千瓦，灌溉面积2000亩。1962年7月，县人民委员会颁发《河源县水利工程

管理条例(草案)》，对加强全县水利工程管理工作做出了一系列规定、要求。

四、1963年至1965年

1963年，河源遭受了百年一遇的春旱，连续235天没有下过透雨，总降水

量仅174．2毫米。为了抗击旱灾，1963年3月，4月份在东埔，仙塘，埔前等公

社建成了庙山，庄田，赤岭等17宗电动抽水站，装机23台，总容量1037千瓦，

灌溉面积3．69万亩，对抗旱起了重大的作用。同时，全县动员了10多万人抗旱

3个月，但损失仍较严重。灾后，县委，县政府对全县水利状况作了认真的分

析，根据县水电局在1959年完成的河流普查规划提出的工程措施，对水利建设

提出了新的设想和要求，实行蓄引提并举，中小型结合，集中力量修建一批具

有多年调节性能的中小型水库工程，开始了一个水利大发展的新时期。该年冬

即组织了石陂径．草花蛇，碗窑，樟罗坑，禾丰岭5宗小(一)型水库工程上马，

1964年动工兴建白砾，大坑2宗中型水库，垡背、深坑，竹叶陂、香车等一批

小(一)型水库亦先后动工。同时大量兴建电力抽水站、水轮泵站。1965年7月

建成河源一骆湖35千伏输变电工程，主变2台，容量2800千伏安，线路总长45．6

公里，分别供电到河西片的船塘，漳溪、灯塔，顺天．双江、骆湖、黄沙，三

河．上莞等地，同年已建成罗塘、渡头，徐洞，水口等100宗电灌站，装机100

台，．容量3273千瓦，灌溉面积4．5万亩。，建成水轮泵站55座，装机106台，灌溉

1．2万亩。水利施工推广水中填土筑坝、簿壳渡槽、倒虹吸等新技术，从而使

水利工程施工进度加快，施工质量提高。至1965年底，河源县已初步形成一个

布局合理，中小型骨干配套，蓄引提并举，防洪灌溉结合的水利工程体系。灌

溉面积从1958年的21．63万亩增至1965年的嬲万亩。灯塔片的骆湖、灯塔，船

塘片的三河，船塘、上莞、黄沙等地的水利条件大为改善。水利工程效益发

挥较好，．农业生产也因此发展较快，1965年全县水稻总产9．37吨，平均亩产178．5

公斤，亩产量比1949年增长了78．5％。．

五，1966年至1976年

文化大革命初期，．水利部门受到冲击，机构被撤并，大部分干部技术人贯

被下放到“五·七干校"o但是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坚持兴建水利，水利建设一直

没有停顿。大多数水利技术人员从干校抽到水利工地施工，搞了不少工程。除

进行自砾，大坑2宗中型水库的配套建设外，1966年兴建洪洞，徐洞小(一)型水

库，致富，高洞、南坑．、枫木塘等小(一)型水库也先后动工。1970年9月兴建七

碌中型水库，1972年建成。同年6月恢复河源县水电局，水利工作继续执行“小

型为主，配套为主，社队自办为主圩的方针，、发动群众，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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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大力开荒造田。1973年开展“五查四定疗(查工程建设与投资使用情况，查

工程安全，查效益，查管理现状，查综合利用；定计划，定任务，定措施，定

体制)工作，摸清了全县现有水利水电工程存在的主要问题，对病害、危险工

程采取措施治理整顿，除险加固，加强管理，以确保安全，恢复效益。重点搞

了大坑、白碌、七砾3宗中型水库和一批小(一)型水库的配套工程建设及除险

加固工作。1974年进行“新丰江水库移民地区水利水电规划挣，着重解决新丰江

移民地区的水利问题。同年开始对山区河流进行重点治理。久社河河道弯曲狭

窄，比降大，河两岸耕地、房屋经常遭受山洪袭击，损失甚大。当地群众虽进

行过一些治理，但效果甚微。1970年在上游建成高洞水库，蓄洪削峰，1974年

在中游裁弯取顺，建陂缓坡，引水灌溉，又在两岸筑堤护岸，扩宽河床。经过

多种整治，灌溉、防洪、发电的综合效益巳发挥出来。从1974年到1982年，沿

河治理导线基本稳定，两岸水旱灾害减轻，粮食达到了稳产增产，平均亩产从

1973年的376公斤提高到1983年的510公斤。久社河整治的经验，在1984年召开

的惠阳地区山区河流整治调研会上得到了省、地专家的肯定。1975年1月进行

“河源县水利水电十年规划"工作，重点解决河源县开荒扩种及配套水利设施的

问题。这一时期，全县扩大耕地面积4．14万亩，其中水田1．46万亩。耕地有效

灌溉面积从1965年的25万亩扩大到1976年的31．57万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

77．1％。由于广东省在东江上游龙川县境内兴建的枫树坝水电站在1975年12月

竣工，新丰江、枫树坝两大水库联合发挥作用，东江洪患基本上得到控制。河

源县水旱灾害大为减少，农业水利条件极大好转。但因受“文化大革命挣的冲击，

在“左静的思想影响下，水利工作中亦出现某些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不按规划实

施、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倾向，致使部分工程质量差，险工隐患多，遗留尾巴大，

配套任务重。同时，出现毁林造田，盲目改河，移村造田，搞人造平原、万亩

茶场等损害水土资源的情况。 、

这一时期，河源人民为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

精神，积极利用丰富的水力资源发展小水电，使河源县的小水电建设得到了很

大的发展。先后建成红星、龙潭柳、马腰砾等一批小水电站。1976年12月兴建

新民变电站，解决了蓝口、新民片的小水电电能长途输送的问题。在这个时期

内，全县架设高压输电线路479．9公里，建设小水电站154座，装机160台，总容

量7678千瓦，小水电装机容量每年平均以700千瓦的速度递增。．

六、1977年至1987年

1977年，口文化大革命静宣告结束。水利战线从组织上，思想上拨乱反正，

各项工作秩序逐步恢复正常。水利工作着重扭转重建设轻管理的倾向问题，重

新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制定管理细则，贯彻管理规程。1977年11月，骆

湖水利会被省水电厅评为先进水利会。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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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水利工程建设以搞好工程安

全加固、维修配套，恢复和发挥效益为主要任务，同时继续兴建一些中小型水库，

大力发展小水电，并在各方面进行调整与改革。1981年5月，全国水利会议提出

“把水利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工程管理上来纾的口号。在确保安全效益的前提下，水

利部门积极发展综合经营，开展水费改革，落实岗位责任制与生产责任制，实行

经济承包核算，提高了经济效益。1981年起以大坑、七砾2个中型水库为试点，

开展以种，养为中心的综合经营，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综合经营收入逐年提高。

1987年综合经营收入57．4万元，比1981年的25．3万元提高了127％。这时期，在

总结了久社河治理的经验后，对埔前河进行全面治理，并结合河道治理，修复

水毁工程。又对建国后修建的一大批木石陂进行了改造，将100多座木石陂改

建成永久陂o 1977年9月动工兴建的赤竹径水库，翟完成输水隧洞、导流洞、

溢洪道、进库公路及大坝部分填土后，经两年半维持，于1982年冬复工续建，

复工后土坝采用机械化施工，是广东省第一宗采用机械化施工堵口的中型水库，

至1985年库区工程完成并通过验收，被评为良好工程。全县还对五六十年代

建成的狮形地，石陂径，老叶塘等一批小(一)，小(二)型老化、危险工程进

行了除险加固。对小水电建设，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给予扶持。省人民

政府和省水电厅对建设新丰江水电站做出了很大贡献的河源县发展小水电

事业，从资金、项目安排上尽量给予优惠和照顾，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

众和各级政府办电的积极性。这期间，河源进行了全县水力资源普查，制定了

小水电发展规划，并按规划踏踏实实地实施，先后新建扩建了坑口、柳城(坪

山)，三洞，茅蛉，红星等48宗装机容量在100千瓦以上的小水电站，新增机组

78台，新增装机容量22388千瓦，平均每年递增2035千瓦。由于加强了小水电

管理，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在移民工作方面，政府集中力量解决新丰江水库移

民安置遗留的问题。省里也决定增加移民经费，扶持移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脱贫致富。新丰江水库移民安置遗留的问题，逐步得到比较完善的解决a这时

期，全县还开展了露一查两划"(水资源调查与评价，水利化区划与河流流域规

划复查)工作，为以后水利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指出明确方向。

在总结了几年来水利改革、水费征收工作经验的基础上，1986年5月县政

府制订并颁发了《河源县水利工程水费征收，使用和管理办法(草案)》，对灌溉

用水收费偏低的状况进行纠正和调整o 1986年7月县政府发布《关于做好水利水

电工程管理范围定权发证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加强水利管理。水利改革在“两

个支柱，一把钥匙”上继续迈进(两个支柱是：水费改革和综合经营，一把钥匙

是。建立健全经济责任制)o

经过38年持续不懈地大规模兴修水利工程，河源县的水利面貌发生了根本

性的变化。至1987年，全县共建成蓄水工程1069宗，总库容13523万立方米(不

包括新丰江水库)，设计灌溉面积18．52万亩，实达14．28万亩。其中，蓄水l亿立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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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以下1000万立方米以上的中型水库4座；蓄水1000万立方米以下、100万立方

米以上的小(一)型水库26座，蓄水100万立方米以下、10万立方米以上的小(二)

型水库64座，小水塘976宗。引水工程1856宗，总引水流量12．44立方米每秒，灌

溉面积9．8万亩。电灌站129座，装机131台，总容量3186千瓦，灌溉面积2．75万

亩。治理河道111．6公里，修筑河堤15条，保护耕地4．47万亩，保护人口9．81万

人。建成小水电站205座，装机241台，总容量30295千瓦，年发电量6500万千

瓦时。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5平方公里，为原有水土流失面积的21．74％。初

步形成了蓄引提结合，中小型骨干配套，具有灌溉、防洪、发电综合效益的

工程体系。全县历年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总投资累计8337．59万元，其中国家投

资4762．32万元，占投资总额的57．12％。共完成土方2992万立方米，石方367．5

万立方米，其中浆砌石101．朗万立方米，混凝土7．13万立方米。共投放劳动日

5469．77万工日。

1987年，全县农业有效灌溉面积29．83万亩，占总耕地面积38．52万亩的

77．44％；保证灌溉面积25．69万亩，旱涝保收面积22．84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59．3％。整治田间排灌系统23万亩，治理山坑田5万亩。水利建设的巨大成

就，给工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987年，全县粮食总产量14．87万吨，

在耕地面积比1950年减少11万亩的情况下，粮食产量比1949年的7．5万吨增长

了98．3％o平均亩产386公斤，比建国前增长3倍多。工农业总产值46504万

元，比1949年增长了12倍，其中农业总产值21090万元，比1949年增长了7倍

多。

河源县的水利事业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仍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有

许多的工作要做：尚有8．64万亩耕地基本没有水利设施，15．68万亩的水旱田未

达到旱涝保收。丰富的水力资源，仍可继续开发。水利布局尚不平衡，山区河

流治理任务繁重。新丰江水库和几个中型水库拥有茂密的山林，大量的奇珍异

兽，广袤的水面，山青水秀，交通方便，是发展旅游事业的好地方，江河水库

有几百平方公里的水面，可大量发展水产养殖业。回顾过去，展望将来，河源

县的水利事业方兴未艾，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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