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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序 一

封开县治水历史悠久，劳动人民为求生存和发展与自然灾害作斗争，修

筑塘、坝、陂、圳工程，蓄水引水灌溉；筑堤建闸，以御洪涝。可惜受时代局限，水

利建设规模小，只能建一些小型塘库、草、木、石陂等简单的水利工程，难以抵

御干旱及洪涝灾害。1949年全县有效灌溉面积6．4万亩，仅占全县耕地面积

。的5．0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封开县人民遵照毛泽东主席“水利是农业

的命脉’’的教导，在中共封开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下，在“民办公助"等一系列

．水利方针指引下，依靠社会主义集体力量，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掀起

了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热潮。水利系统的广大干部、职工、工程技术人员

一起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苦干加巧干，在具体工作中紧密联系封开实际，采

取旱涝洪兼治，蓄、引、堤、电结合，中、小型并举的方法，进行大规模的水利水

电建设。经过40年的努力，不仅改变了封开缺水易旱的局面，而且基本上控制

了连年出现的洪涝灾害，达到了农村电气化初级阶段的标准。可以说，封开县

已初步形成了多功能的水利水电工程体系，为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改善人

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起了重要作用，取得了巨大的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我于1953年从粤中行署水利科调来封开县参加治水工作，四十年来有幸

躬亲其事，目睹这些水利水电工程兴利除害，造福于封开人民，实感欣慰。

蔡汉忠 1993．3．

注：蔡汉忠，广东省中山市人，建国初在珠江专署、粤中行署工作．1953年带工作组来

封开县协助水利工作。195,t年调来封开县I 1958年开建县与怀集县合并；1959年任怀建

县水电局副局长。1961年起至1984年任封开县水利电力局副局长、局长．



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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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造化，恩赐封开大地布满江、河、溪流。封开人民世世代代在这 J『

块土地上耕耘劳作、繁衍生息，实赖于水环境的良性循环。历代王朝以“河山"

象征国家，把水治好了就等于巩固了半壁江山。夏禹英名千古长留，理在其中。
’

封开人民治水有着悠久的历史，为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他们过去也曾在

改造自然、利用水资源和防治水害的长期实践中兴建了一些有时代特征的水

利工程。但限于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当时只能兴建一些规模较小的为数不

多的塘库、陂、圳，蓄、引水工程，简易地灌溉农田。所以，那时还是经常出现“三

天无雨小旱，五天无雨大旱，一遇暴雨洪水横溢，农田变泽国”的悲惨景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封开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与组

织下，仅仅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即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的教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水利水电建设运动，一izl气奋斗了四十多年，在全 ．．

县范围内建成了比较完整的水利、水电、水土保持等系统工程，发挥着抗旱、防

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特别是1989年封开县成了全国首批农村电气化初

级阶段标准达标的县，这标志着封开县水电建设事业跨上了一个新台阶，为满

足封开县各行各业对电力的需求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作出了有时代意义

的贡献。这个目标的实现，也是对我县全体水电工作者的历史评价。

继往开来，承先启后。这次编志修史，要唯物地借鉴历史特别是解放后四

十年治水的经验和教训，在新形势下勇于实践。封开水利事业和水电经济要实

现高效益的良性循环，指望后来人!

这次编志历时八年。由于业务水平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有关方

面专家学者不吝指正。’幸甚，鞠躬。 。

原封开县水利电力局局长 梁绍康

封开县水利电力局局长 严威盛

】993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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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封开县水利志》问世，是本县水利史上的一件大喜事。
●

本志书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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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为准绳，贯彻中共中央十三大精神，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以详今略古的原则，实事求是地阐述了封开县水利水电建设事业在

各个时期的发展状况。将封开县水利水电建设事业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建国

后水利水电建设实践如实记载下来，编成水利专志，为后人留下可靠的历史资

料，给今后制定水利水电建设方针、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是本县全体水利工作

者的共同心愿。

在修志过程中，我们得到封开县档案馆的大力协助，水电系统干部职工也

为此付出了辛勤劳动。对此，谨致以衷心感谢。
●

由于我们缺乏经验，专业知识浅薄，编纂水平有限，虽经多次修改，仍难免

有遗漏和讹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

《封开县水利志》编纂领导小组

一九九三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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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封开县水利志》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实事求是，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

准绳，立足当代，详今略古，突出其时代性、科学性和水利事业特色、阐述事物

发展内在规律，为建设现代水利水电事业提供有益的借鉴。 。：

二、本志书记事年代上限公元1912年(民国元年)，亦有追溯到清乾隆年

间的，下限至公元1990年。按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记事的重点是1949

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

三、本志书为封开县水利专业志书，体例分述志、记、图、Nil',表，全志书

8篇24章75节，计18万多字：’

四、历史纪年的书写，建国以前按通用年号，并用括号注明公元。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前(简称建国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一律以公

元纪年。

五、凡称“党’’的组织机构，均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机构。行政机构按当时

名称书写，如县人民委员会、县革命委员会、县人民政府；部、委、办(科)局、革

命领导小组、服务站；公社、大队、生产队、区、乡、村；乡、镇、村民委员会、自然

村、管理区等。涉及人员职务时，均按原称谓，直书姓名，不加褒贬。

。六、本志书中地面高程、江河水位高程、水工建筑物高程、水准点高程，采

用珠江基面高程：计量采用公制(米)：石方、土方、混凝土方、库容以立方米计≯

流量以秒立方米计；雨量以毫米计；堤围、渠道、河流长度以公里t-i'；流域面积

(集雨面积)以平方公里计；受益农田面积以市亩计。

七、本志书引用的资料，来自封开县档案馆、封开县水利电力局档案室以

及当今调查采访。

八、荣获先进单位(集体)、先进个人(工作者)，主要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作出贡献，荣获市(地)以上机关奖励的

先进单位(集体)和先进个人(工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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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长：梁绍康

成 员：蔡汉忠。 严威盛 莫泮香 苏初成

主 编：蔡汉忠

采访资料：蔡汉忠 温竟荣 李慧明 梁灿英 陈娌

。⋯制 图：刘桂源 卢庆均 莫贞林 张ffi忠

摄 影：苏初成 梁灿英 张润春 彭炳耀

封面摄影：李炳超

审 定： 封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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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封开县位于广东省西部，地处东经111。21’～1120 2’，北纬23。13‘～23。59’之间，

西江上游，贺江中下游。东与怀集县相连，南同郁南、德庆两县毗邻，西北和广西苍梧、

梧州市、贺县三县(市)接壤。北回归线在县境南部县城江口镇～杏花东和村～黑石顶

自然保护区一线穿过。县境东西最大宽度68公里，南北最大长度为84公里。全县土地

总面积2723．43平方公里。境内四周群山环抱，东部山势较高，自东北部党山山脉起至

东南部白马山脉，共有六座海拨1000米以上山峰，七星岩顶端海拨1274．4米(黄基)．

‘是全县最高峰l西部低山丘陵连绵起伏，地势自东西两边向中间倾斜，构成槽形地带．

县城江口镇在县境内西南部．位于贺江与西江汇合处，为两广交通之咽喉，有。两

广门户”之称，水陆交通方便，县城距肇庆市公路175公里I水路152公里，距广州市

公路285公里，水路281公里。

封开县是1952年由封川、开建两县合并建置的，以原两县县名首字相合而得名。1990

年全县有13个镇、5个乡、193个管理区办事处。全县共84104户，总人口393412人，

其中农业人口341275人，非农业人口52137人。全县山地面积331．3008万亩，占土地总

面积的81％，村庄、道路等44．6291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儿％I耕地面积31．4049万亩，

占土地总面积的8％；水田面积26．9642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7％，是个山区县。

县境内河流属珠江流域西江水系，大小支流密布，流域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河

流有9条。西江流经广西梧州后流入封开县境内，流经江川、江口、封川、平凤、长岗

等5个乡镇，县境内西江河段长37．5公里。贺江是西江一级支流，主流全长433公里，

流经封开县境内113公里。自上游广西贺县段流经封开县渡头、南丰、大玉口、都平、连

都、渔涝、白垢、大洲、封川等9个乡镇，在县城江口镇与西江汇流。贺江流域面积11536

平方公里，封开县境占2086．2平方公里，河流平均比降0．471‰，封开县境内总落差50

米。 ．

东安江是贺江支流，源于广西苍梧县，流经封开县大洲乡注入贺江，全长128公里，

封开县境内占20公里，流域面积2345平方公里，封开县境内占162平方公里，河流比

降0．45‰，封开县境内总落差9．0米。

蟠龙河，流域面积213平方公里。河长30公里，河流比降2．73‰，总落差82米，发源

于郁南县，流经封开县境内平凤镇后汇入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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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装河，流域面积400平方公里，河长43公里，河流比降1．99‰，总落差85米．发源

于怀集县，流经封开县境内金装、南丰镇，在南丰连塘村犷入贺江。

此外．源于封开县境内集雨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还有西江一级支流：谷圩

河、绿水河；二级支流：大玉口河、贯河、渔涝河。谷圩河流域面积190平方公里，河 ·

长35公里，河流比降3．28‰，总落差114米。绿水河河长30公里，发源于杏花镇三礼九

学村，集雨面积167平方公里，封开占80．9平方公里，部分属德庆县。大玉I=I河流域面积 ．．

128平方公里，河长2l公里，河流比降2．93‰，总落差6l米。贯河流域面积261平方公

里，河长47公里．河流比降4．56‰，总落差214米。渔涝河流域面积626平方公里，河长

60公里．河流比降4．21‰，总落差252米。

封开县属于亚热带地区，热量丰富，光照充足．年平均气温(江口镇)20．80 C，年平

均日照时数为1904小时，太阳辐射年总量平均为107502．9卡／cm2，无霜期(江口镇)多年

平均320天。台风影响小，但年降雨量时空分配不均，多年平均径流总量2273．96亿立方

米(包括西江客水2150亿立方米，贺江客水79．72亿立方米，贺江支流东安江客水22．88

亿立方米)。水能理论蕴藏量1 1．81万千瓦，年发电量2．7亿千瓦时。

由于地形地貌与气候的变化．产生了降雨的年际变化差异。年降雨量分配也不均，为 ；

冬春少．夏秋多。冬春占全年降雨量的20％，夏秋占年降雨量的80％；4—9月降雨量占

全年的80％，5--6月占年雨量的34．1％，非汛期10月至次年3月降雨量占全年的20％，

由于年降雨量多集中在夏季，易形成山洪爆发，加上西江和贺江洪水入境．造成洪涝交
‘

加的自然灾害；而时段雨量偏少则出现旱灾，每年10月至次年3月雨量较少，常有春旱。

降雨量分布不均；北部偏多、中南部偏少，雨量由北向南递减，北部多年平均降雨量1599

毫米，中南部多年平均降雨量1408毫米。两者相差约191毫米。因此．秋冬春旱、夏洪

成为封开县水旱灾害的一般规律，加上水土流失严重，全县水土流失而积176平方公里，

占全县土地面积的6．1％，严重影响了农作物的稳产高产和生态平衡。

由于自然地理及社会政治等原因，封开县建国前水利建设不多．全县只有小山塘、平

塘14宗，蓄水量13万立方米；草木堆石陂49处，引水流量0．78立方米／秒，灌溉农田

不到6．4万亩。北部的五、六、七区(渡头、南丰、金装、长安)，中部的三区(杏花、

罗董)原是历史上有名的“三天无雨田龟裂”的苦旱区。而杏花、罗董又是水土流失严

重的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县水土流失面积的62．5％。全县十多万亩农田常受旱失收。 ·

南部沿西江和贺江两岸89个缺口(河冲口)近．I万亩农田常受两江洪水淹浸．人民既受

于旱折磨，又受洪涝袭击，粮食生产是“望天收”，十年灾害九无收。农业生产水平低下．

1949年全年粮食总产量4790万公斤，水稻年亩产190公斤，粮油不能自给，人民生活十

分贫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遵照毛泽东。

主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教导．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经过水利普查

和河流规划，开展以蓄、引、·提、电结合，洪、涝、旱兼治的群众治水运动，贯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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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为主，中小型并举，续建配套为主，区、乡自办为主”，“民办公助”等一系列水利

建设方针，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水电)建设。经过40年的努力，至1990年底止，全

县共建中型水库3座、小(一)型水库15座、小(二)型水库6l座、小型塘库1152座，

蓄水总库容1．04亿立方米。引水工程390座，引水流量19．43立方米每秒。大量水利工

程的兴建，改变了县境缺水易旱的局面，全县有效灌溉面积由建国初期低标准的5．74万

亩增加到27万亩，为6．8万人解决了生活用水困难。共建堤闸83座，堤防108条，总长

142．18公里，捍卫农田面积4333公顷，人口3．2万人。水口、谷圩、蟠龙口、江川、东

塘、大桥地、都乐等重点堤闸经受了1976年23．58米以及1988年23．17米(江口水

位)特大洪水的考验，捍卫了工商企业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共建电力排水站82座、

装机容量5550千瓦，开挖环山排洪渠，改直和疏通河道，加高培厚河基，使渍涝严重的

沿西、贺江两岸的低洼田得到整治，基本控制了一般的洪涝灾害。过去。十年九不收”的

低洼田，变为年年丰收，促进了低水地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全县水土流失面积176平

方公里(1957年普查数)，从1955年开始治理，为区乡培训技术员，建立县水土保持试

验站，成立县水土保持委员会，加强了领导。通过采取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的方

法进行治理．初步控制水土流失面积达95．016平方公里，占全县水土流失面积130．052

平方公里的73．7％(航测片统计数)。这不仅改善了生态环境，而且促进了丘陵山区综合

经营的发展。过去的崩岗烂岭，荒山秃岭，现在是果山林海。封开水力资源较丰富，可

开发利用水资源有11．94万千瓦。但在建国前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水电建设是个空白。

建国后，从1956年开始起步试办小水电，在利水水库利用渠道跌水建成电站以木制水轮

机带动20千瓦发电机发电。到1990年底止，共建成小水电站189座(不含市、县合办

的白垢、都平电站)，总装机容量28937千瓦(含市、县合办的白垢电站，封开分成的30％

6000千瓦)，居肇庆市首位，年发电量8799千瓦时．在肇庆市率先跨进全国首批100个

农村电气化试点县行列。可以说，封开已初步形成多功能的水利水电工程体系。封开大

批水利水电工程设施的建成，依赖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依赖于优越的

社会主义制度，是全县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创业的结果。建国后的四十几年，

封开水利水电事业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由于水利条件的改善，封开县从根本上改变了建国前“水旱灾害年年有”的被动局

面。据统计。1990年全县水稻平均亩产为354公斤，比建国前1949年水稻亩产162公斤

增加192公斤，增长118．5％。199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51219万元，是建国前1949

年工农业总产值1223万元的41．9倍。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90年，封开县用于水利水电建设的投资5．t97．29万元，

其中国家投资4327．11万元，地、县自筹投资共1170．18万元(不含以工代帐)。共完成土

方8714．5万立方米，石方220．93万立方米，混凝土10．029万立方米．总投工10211万工

日，共使用钢材6954．6吨，水泥106936吨，木材9041立方米。，

建国40年来，封开县水利水电建设事业的发展，大体童至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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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1951年"一1960年)，贯彻中央和省提出。大力开展群众性大办水利”方

针，封开县水旱灾害情况，旱患比较突出，对农业生产威胁较大，(1953年夏旱受灾7．
‘

94万亩，1955年春旱受灾18．38万亩，其甲11．7万亩无水插秧)，为消灭旱患，解决农田‘

灌溉和人民生活用水问胚，水利建设的重点是以建设蓄、引、提水防旱灌溉工程为主，在 ，．

全县范围内组织群众开展一村一塘水利运动，结合治理水土流失，修筑堤闸，培训县、区、

乡水利工程技术队伍，开展水利普查、河流规划。全县掀起了兴修水利热潮，最高潮时 』

期全县出动10万劳动大军。1956年冬兴建第一座小(一)型水库利水水库，试办小水电

站，填补建国前水电建设空白。57年冬兴建第一座中型(西山)水库，金装河滚水坝引

水工程(西金联合灌溉工程)，各级党政领导亲自指挥，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及办公室

搬到工地办公，加强领导，指挥工地施工作战。这段时期，全县先后建成了西山水库、金

装河滚水坝引水中型工程，利水、朝阳、罗马、观塘、谭双、林青、都斛、白梅等小

(一)型水库以及40座小(二)型水库和黄岗引水、石牛圳、华栏陂等引水工程，初步

解决了北部和中部苦旱区的灌溉问题，并为后来进行大规模水利水电建设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1961,---1970年)，水利建设以防旱与防洪治涝并重，兴利除害，发展小水

电。在“巩固提高，加强管理，积极配套，重点兴建”的水利建设方针指引下，配套了 ．

西山水库、金装河引水、都斛、白梅、朝阳、观塘、罗马、谭双、林青等水库的主干渠

工程，以全面发挥效益。这段时期还兴建了小洞、沙皇、茶坪、党山、迳口等小(一)型

水库，建成县城江口镇河堤路码头护岸工程、蟠龙口堤闸。扩建利水水库为中型水库。1966
’

年春建成了(大冲)中型水库，水库下游建成一、二、三级电站，装机7台总容量3160

千瓦。同年冬开发贺江水力资源，兴建民华水轮泵站、白垢电站。1966年至1969年问，

受“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原来行之有效的水利规章制度被视为“管、卡、压”而受到

批判，县水电局领导全部靠边站，大部分工程技术人员被下放到“五．七一干校劳动，水

利建设基本处于停顿状态。但是广大基层干部、社队工程技术人员和群众仍坚持兴修水

利，为发展农业生产修建了不少工程。如1969年建成大冲二级电站第一台800千瓦发电

机组投产发电，并架设第—条35千伏输电线路把电力输送至南丰氮肥厂。同年冬兴建东

安江大和滩电站。全县人民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水利水电在艰难曲折中继续向

前发展。全县建成了一批水轮泵站，安装各种型号水轮泵84台，提水灌溉高亢零星小片

农田，并利用水轮泵发电照明加工碾米。1970年兴建贺江都平电站(1971年因资金、设 J

备问题暂时停建)。1970年建成民华水轮泵站，左右岸安装80型水轮泵12台，提水灌溉

南丰、渡头公社10600亩农田，10台总容量1250千瓦的发电机组同时建成投产发电。全

县基本形成了。以蓄为主．蓄、引、提、电结合”的灌溉工程体系．有效灌溉农田21．5

万亩．解决4．5万人生活用水困难。小水电建设为防洪治涝、改造低朗田、建设电力排

水站提供电力。

第三阶段(1971年"-,1980年)。水利建设主要是续建配套，巩固提高，建设小水电，

修建堤闸，建设电力排水站，改造低朗田。71年大冲电站7台机组、总装机容量3160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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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相继建成投产发电。同年贺江白垢桂坑小电站4台机组总装机容量1000千瓦也相继建

成投产，并把电源输送至县城江口镇。74年先后完成贺江白垢拦河大坝上游混凝土防渗

墙、坝体灌浆加固、安装尼龙坝工程；民华、东安江大和滩拦河大坝坝体灌浆加固工程

也相继完成。贺江桂坑中电站3台机组总装机容量3750千瓦电站投产发电，坝后电站装

机2台容量2万千瓦灯泡贯流式机组电站厂房动工兴建，次年3月天津一机局在县城江

口镇召开白垢大电站单机1万千瓦灯泡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扩初设计审查会议，一机部、

水电部、肇庆地委、封开县委及科研、设计、制造、安装、运行大专院校等50个单位共

153人出席会议，会议期间，代表参观了白垢电站施工现场。同年大和滩装机500千瓦电

站投产发电．江口、南丰、河JDEI、金装等35千伏变电站相继建成投产．35千伏输电线

路从长岗至长安贯穿县境南北，联接大冲、民华、白垢、，大和滩等电站，初步形成了县

自己的独立电网体系。这十年共建成投产小水电装机容量11596千瓦。到80年底，全县

拥有小水电装机容量11720千瓦，建成35千伏输电线路95公里，10千伏输电线路382

公里，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了电能，全县18个公社(镇)除江川、平凤公社因

跨西江河35千伏过河线未建成用不上县电网供电外．其他公社(镇)均用上县电网供电。

小水电为防洪治涝、修筑堤闸、改造低朗田、安装电力排水站提供了电源。这一时期按

抵御20年—遇洪水标准整治加固沿江堤围，开挖环山排洪渠，改直和疏通河道，安装电

力排水站．整治低朗田。1976年建成水口防洪排涝工程，使洪涝严重的沿江大片农田基

本得到整治，做到10年—遇24小时连续暴雨不成涝。堤围工程与排涝设施有机结合，基

本控制了—般的洪涝灾害。全县水利水电建设初具规模，并全面发挥效益。随之水利工

作开始重点转移到工程管理轨道上来，为实现农村电气化试点县达标创造条件．

第四阶段(1981"--1990年)，在“加强经营管理，讲究经济效益”的水利方针指导下，

进行水利改革，向“两个支柱”(水费改革和综合经营)、“一把钥匙”(建立健全经济承

包责任制)方向迈进。工程管理单位普遍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经营、包干管理责任制。扭

转了过去对水利工程“重建轻管一的状况，建立和健全了乡镇水利水电基层组织，全县

17个乡镇均建立了水利水电管理所，并按编制配备了人员，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通

过实行“财务包干，结余留用”等办法，不断完善承包经营及岗位责任制，明确“责、权、

利堆三者关系，切实加强工程管理，抓好水费改革，对灌溉用水水费计收偏低的状况进

行调整，积极开展综合经营，从以外延为主转向以内涵为主，全面服务，转轨变型。坚

持多渠道多层次筹集资金，增加水利水电投入，实行劳动积累制度，使水利工作有了新

的进展，开创水利工作的新局面。这一时期．水利建设以搞好工程安全加固达标，续建

配套，恢复和发挥效益为宗旨，捍卫灌溉500亩以上堤围、堤顶高程达24．5米(珠基高

程)．堤后坡脚加砌反滤体补强加固，维修加固水口、谷圩堤，4200米险段前坡用粘土铺

盖防渗，后坡堤脚加砌2．5米宽、1．5米高反滤体补强加固。西山水库主坝维修加固，坝

内坡用lo厘米混凝土板护面防浪，坝顶加砌1．5米高防浪墙。对运行多年的西山、利水、

白梅、朝阳等水库的放水闸门转动门盖等老化设施进行更新，改建为提升式定轮平板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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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配套大冲水库溢洪道增建提水站，扩2-级电站压力前池。续建完成新丰水库枢纽

工程。改革水费，全县统一规定收费标准，每年每亩收费标准不得少于2元，西山水库

调整每亩收水费3．8元(含渠道维修费)。从1982年全县征收水费6．2万元，到1989年

‘全县征收水费达115．78万元，全县水电系统综合经营总收入达391．65万元(不含电费

水费收入)。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颁布以后，全县水电系统内掀起学习宣传贯彻《水法》的热

潮。县水电局建立县水政监察队伍上岗执法，使水利水电工作走上了有章可循、有法可

依的轨道。

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封开县列为全国首批100个农村电气化试点县之一，全县人民

为实现电气化县的宏伟目标，在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下，根据封开县水力资源、工农

业生产发展对电力电量的需求以及现有电站、电网建设和管理状况，重点搞好电源和配

套电网的同步建设。在。自建、自管、自用一方针和“谁建、谁管、谁用、归谁所有”的

原则指导下，全县掀起办小水电热潮，这一时期相继建成了七星河二级、深六一、二级，

都尚、清水、山马降、党山三级、红峰等17座水电站，装机6055千瓦(不含县、市合

办的贺江白垢电站封开分成的6000千瓦)。1988年底全县已建成小水电装机达24566千

瓦，比1982年翻了一番，年发电量达0．841亿千瓦时，比1982年增加1．2倍。有了电

力的保证，封开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1988年工农业总产值4．07亿元，比1982年1．677

亿元翻了一番多。1989年5月经省、市验收，封开县成为肇庆市第一个达到农村电气化

初级阶段标准的县。到1990年底，全县建成水电站182座，总装机容量28937千瓦。

(含市、县合办白垢电站封开分成的6000千瓦)建成110千伏容量5．15万千伏安江口变

电站，110千伏输电线路22公里，全县共建成35千伏变电站8座，容量1．69万千伏安，

35千伏输电线路145．3公里；lo千伏输电线路933公里，联接各乡镇及各电站，形成县

内统一调配的地方独立电网，发、供、用电管理一条龙。全县供电量0．8亿千瓦时，售

电量0．74亿千瓦时。所有乡镇和96．3％农户用上电，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电基本得

到解决。 ：

‘

历时40年所建成的这批水利水电设施，不但改变了封开“南涝北旱"的自然面貌，

而且对繁荣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提高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发挥了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特别对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发展商品经济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封开县水利水电建设虽然取得巨大成就，但从工程现状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如

部分水利设施和机电设备老化，效益有所下降。有些工程布局不合理，不配套，未达设

计效益；还存在一些水利死角，一些灌溉工程还有待兴建，沿江堤闸仍需要加高加固，提

高其抗洪能力。罗董、杏花、渔涝河仍需要继续整治，东安江大和滩电站还可装机2000

千瓦；七星河水库亟待兴建；有些地区水土流失不但得不到控制，而且还有新的发展I有

些灌溉设施以及堤防工程未过关．仍有洪涝灾害。在如何进一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法》．按法规办事，依法治水，深化水利水电改革，全面开展综合经营，提高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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