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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日

从Z822年至1985年问，修志工作停顿，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国三十多年来，大埔县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利用自然，改

造自然，治山治水，进行水利．水电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在这

一建设历程中，有经验也有教训，把这些治山、治永，用水的实践如

实记载下来，不但是今后水利建设的借鉴，也是给后人留下的一种精

神财富．o 1985年我们在省、地水电有关部门的部署下，成立了<大埔

县水利志>编辑委员会，决定编辑<大埔县水利志>，以填补我县中

断达160年的志书空白o

<大埔县水利志>编辑组专职人员五入，进行了上．下、内．外

广泛的查找，搜集资科。11986年2月开始编写，其闻得到梅县地区水电

处、<大埔县志>办公室的指导和帮助，使工作能以顺利进展。

修志过程中，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

史实与口碑相结合，力求资料的翔实和准确性，同时以文字表白为

主，辅以图表，使<大埔县水利志>溶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知

识性为一体，成为具有实用价值的一本水利专志。

由于问隔年代久远，编纂时问仓促，历史资料缺漏较多I加之我

们的历史和专业知识有限，修志水平不高，虽经几修几改，错漏之处

仍在所难免，切盼专家学者，水利同行们不吝指正。

‘大埔县水利志>编辑组

一九八九年五月



凡 例
一， 《大埔县水利志>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尊重史实而编纂

的一部专业志书。全书共五篇，近lo万字。正文分篇、章，节、目，

分类记述大埔县治山治水，开发和利用水力资源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

状。

二，本志上限起于清道光2年(公元1822年)，下限止于公元1985

年底。

三．本志采取分类横排纵写法，重大事件专篇记实，一般情况综

合叙述，做到篇有重点，兼顾一般。

四，本志采取白话文体记事本末，编写上详今略古，并适当配以

图表、照片。 ··

五．本志凡亨l用和涉及工程技术专用词语，不作注释，有关工程

标离均为珠江基面高程。

六，本志对各个历史时期政权官职，按当时习惯称呼。

七、本志对治水中涌现的突出入物，本着生不立传原则，均不撰

专文而是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记述。

八、本志中正文的数据。图表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其余用汉文教

字。度、量，衡单位原则上采用公制，个别沿用习惯旧剃。

九、本志历史纪年，民国以前按历史习惯用法，加注括弧公元年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统一使用公元纪年。

十、本志对屡交的行政机构名称区、乡，社、队，乡，镇等统一

以区乡为名。

十一，本志一九八五午后大事，酌情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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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大埔位于广东的东北部，韩江中上游，东邻福建的平和县，南与饶平县和丰顺

县交界，西与梅县毗邻，北与福建永定县衔接。处于北纬24。01’至24。 1’。东经

116。18’至116。56’之间。东西宽62．75公里，南北长74公里。总面积2460$平方公

里，合369．8多万亩。山地面积312．钳多万亩。占总面积的84．599；。耕地面积22．11

万多亩，其中水旱田18．53万多亩，早地3．58万多亩，占总面积的6．025。水域面积

16．37万亩，占总面积的4．42j5。交通用地1．06多万亩，占总面积的4．68％。

全县分2卟区，3个镇，一个国营林场，214个乡。1985年总人口45．32多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06多万人，每平方公里180人，人均耕地不足0．5亩。

大埔属山区县，气侯温和，四季宜耕，但人多田少，山多林稀，水土流失严

重，河流溪涧密布，水力资源丰富。由于远离城市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经济并不

发达。农业生产结构比较单一。经济基础历来薄弱，1985年工业总产值4877万元，

农业总产镯6938．92万元。林．农、瓷，电是本县发展经济的主要优势，林业前途
尤为远大，是省重点林区县之一。但是。文化大革命”前后屡遭破坏，急待恢复。

由于东北与西北两组构造线影响，使山脉和河谷沿此构造发育，山脉大部分呈

东北至西南走向，山坡较陡，一般在f柏。左右。韩江呈羽毛状水系形成，在河谷及

IlJ问小盆地发育了近代冲积层。全县地势大体上四周高中问低，北面有鸭麻岽(1100

米)，东面有飞天马(1055米)，东南面有西岩山(1230米)，南面有狮子岽(1132

米)，中部有双髻山(1026米)，西面有明山嶂(1357米)，五指蜂(1297米)，形

成高山环抱，中问则是丘陵广布，绝大部分是高、中丘陵，多作脉状延续。海拔在

600米以上的中低山约占总面积的10％，海拔在100米——∞o米之问的高、中丘约占

总面积的∞％，海拔在100米以下的低小盆地约占总面积的lo％，其中小盆地面积约

9．56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0．39％。 ．j’

地质复杂，主要有花岗岩。片麻岩，砂岩。紫色砂岩等，互相交错分布各地。

已发现的矿藏有瓷土．稀土，石灰石、铜、钨i铅，金等三十多种，瓷土产量约三

亿吨，优质矿泉水储量亦相当丰富。

1949午建国前．全县只有小陂小圳和平塘．土水车等简陋残破的水利设施灌溉

农田，灌溉面积6．8万亩，约占水稻面积的三分之一。这些水利设施的保证率很低，

灌溉，抗洪、抗旱能力都差。因此人们无法摆脱军洪灾害的侵扰。沿河低洼的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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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党溪、陂村破寨，三洲等村落，洪患频仍，农业生产几乎十年九不收。建国

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群众，兴修水利，建水库，筑陂圳，修堤防，排内涝，治理

水土流失，发展小水电，兴利除害，与自然灾害作斗争，逐步减少水，旱灾害的威

胁。全县已有塘库1358宗，陂：1．)1]5309宗，电站349座。装机容量2．98万千瓦，灌溉

农田18．昀万亩，治涝面积0．75万亩，治理水土流失219平方公里，促进了水利事业

的发展。

一、1950年——-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土地改革以后．广大农民分列了土地，迫切要求兴修农田水利，改善生产条

件，发展生产。大埔县广泛宣传贯彻。小型为主．民办为主、以蓄为主．蓄引结

合”和。多受益多负担，少受益少负担，无受益不负担一的水利方针政策I并明确

提出一村一塘的奋斗目标，掀起了群众性的水利建设热潮。为配合水利建设的形势

需要，建设科积极组织培训农民水利技术员。采取技术人员刭工地，现场传授施工

技术的办法。使我县水利建设事业上很快有了一百多人的工程技术队伍。至1952年

底止，建成山塘、水库297宗，陂头水圳189宗，可灌溉农田5．7万亩。共完成土，石

方柏．82万立方米，投放劳动力52．2万工日，总工程费69．24万元，其中国家只投资

6．7万元，贷款5．69万元，其余皆由农民自筹及以工柢款。

二、1953年——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在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引下，广大群众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很高。1955

年至1956年闻，初级和高级农业合作社普遍建立，生产关系由个体转为集体，更有

利于发展水利事业。根据。防旱防洪并重，引．蓄、提相结合”的水利方针，县委

提出了全面防旱．防洪，除害兴利的规戈j，实现农田水利化，灌溉自流化，用水合

理化的任务要求。在全面兴修小型水利的同时，因地制宜兴建一批骨干工程，期

问，完成各类水利工程共1413宗，灌溉农田5．箱万亩。建成库容10万立方米以上的

水库有：大含．高礴、李子寨，大靖、大岔角，分水坳等六宗，及第一座县办东山

水电站，东山抽水站。共完成土石方68．5l万立方米，投放劳动工日156万个。总工

程费211．35万元，其中国家投资13．∞万元，贷款7．眄万元，群众自筹190万元，不

断增设水利设施，逐步改善了农业生产的落后条件，扩大了水田耕种面积，如历史

罩区。三坪”(溪背坪，黎加坪，车轮坪>之一的枫朗溪背坪，30％旱坝地改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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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发展水稻生产，1955年粮食亩产达千斤。

三。1958年一一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

1958——1960年属“大跃进”年代，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

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引下，中央提出。大，中，小结合，以小型为主，以蔷为

主，社办为主一和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水利建设方针。据此精神，大埔县府发出：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土法上马，以土代洋，二午阐过水

利关”的号召。这个时期上马的工程较多，各工程单位选择对手挂钩竞赛，出现了

追求工程速度．为放速度。卫星”而忽视质量的偏向，因而，工程遗留问题也多。

英坑．沐东，寨子里，南坑，禾坑．小麻．余里(崩毁还田)。青子塘等八宗塘库

和935宗小型蓄，引，提工程，即兴建于这一时期，设计灌溉面积3．0万亩，实灌为

2．69万亩。

四、1963年一1965年三年调整时期

根据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水利建设相应提出“管理为

主，配套为主，民办为主竹的三主方针，本阶段完成灌溉面积1．14万亩。主要做好

现有工程的续建配套和安全加固等工作，使之逐步发挥效益。

五、1966年一1976年“文化大革命竹时期

。政治挂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纂精神，小型为主，全面配套，报

抓管理，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水利建设的指导方

针，水利部门技术人员没有脱产闹革命，仍深入刭各工程进行工程施工技术指导。

这期问，兴建的水利水电工程达1113宗，其中塘库136宗，破圳铂7宗，水轮泵155

宗，堤匾20条，灌溉面积3．18万亩l水电站178座，装机容量12751千瓦。较大的水

利工程有：白水璨，单竹．梓里，小留，三扎水，三洲等水库六宗，水电站有曲

滩．百丈．黄坑，西河，党溪，青潭等7宗I水轮泵站有：俣南．田缺孔．进碓．

大洪头．白土，车龙坪、北塘，三黎等8宗，堤围工程有陂村陂寨．鸟槎．迪麻．汇

城、汇东，党溪，三洲，新生等8条。但由于一方面受。左"的思想影响，只讲速

度，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另一方面工程上马多，线长面广，技术力重不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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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鞭长莫及，亦一定程度影响工程质量。如安乐堤受益面积仅200余亩，却耗资30

多万元，教百名劳力上阵苦战数月，还是个半成品，既无效益，反而担惊害怕，汛

季到来，一样受灾。又如茶阳麻山甲．洋陶改河工程，都是耗资几万元，一哄面起

半途而废。而洋陶改河，一河却改出两河。沿河修筑的102条堤围都是未按技术要

求，做好清基回填工作，很多地方是用土块乱石堆砌而成，不加夯实，质量较差，

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隐患，经不起洪水冲击。1983年四号强台风暴雨，江河水位猛

涨，汇东、党溪，新生．陂村陂寨，乌槎、中兰，青里等堤即先后出现崩缺险情，

迪麻堤严重渗漏．滑坡。据1984年防洪检查结果，全县只有三洲、代富、小麻堤等

三条围堤工程基本安全。

六，1978年一1985年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1978午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致力清除“左”的影响，拨乱反正，一反重

建轻管的观点，把水利建设的着重点转移到管理上来，狠抓现有工程的续建配套和

除险加固，充分发挥工程效益，使我县水利水电建设事业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始建于1966午至1976午。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百侯、高陂、西河、曲滩，黄坑，百

丈 等国营水电站便是在这阶段挖潜、扩建、配套完善的。同时继湖寮至高陂，大

麻至明山等35仟伏输变电线路建成之后，又完成了大埔至丙村的110仟伏输变电线

路的建设。社、队小水电站亦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全县小水电站星罗棋布，电

网遍及各社，队，村落l上联国家电网形成一完整输电网络，为实现农村电气化打

下了良好基础。本时期共建成水电站167座，装机容量16624千瓦，相当于过去20午

建成的小水电装机容量。计建成电灌站35宗，塘库40宗，陂Jill203宗，其他水利工程

50宗，共受益农田3．76万亩。完成土、石方1325万立方米，投放劳动力714万工日，

总工程费4,510万元。其中投资16万元，贷款1625万元，自筹1423万元。

本时期完成骨于工程多，质量较好，效益也大，对农田灌溉．水土保持，抗御

自然灾害，发展工农业生产，改善城乡人民生活，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

有一定的作用。 · ．

附表【一}、大埔县水利建设成就统计表

附表cI，历年水利工程效益统计表

附表f三)．历年水利建设投资、三大器材及完成工程量表



大埔县水利建设成就统计表
(1965年底银有It) 表l

辨 l：地总匝积 2460平方公堑 I程总数 1308宗

耕地面积 22．115万商
塘

总库容 676万立方米
●●一

濑溉 设计 2．72万亩地 其 水草地 18．533万亩
坝

lll 翠坡地 3。5821万亩 两积 现达 2．56万亩

情 有效游溉砸积 18．99万亩
水

站 敲 I‘站

保证灌溉阿积 15．“万亩
轮

台 数 38台

况 旱涝像收晰积 15．42万亩 濑溉面积 o．3万亩

圈堤总数 23条
泵 2l台／l昕瓦发电装机

围 总堤长 27．64公咀 电 蛄 敷 “站

捍卫耕地 1．06万亩 动 保有量 68台

捍卫人订 1．63万人 搏 稚水面积 O．75万亩

其巾
堤数 3条 灌 灌溉面积 0．28万亩

已达
堤 长 4．84公里

机
姑 敷 57台

堤 捍卫耕地 0．豁万亩 保有量 57台／969马力
标准 囊 囊蠢面积 0．18万亩捍卫人口 0．32万人

引 工程总数 53帼宗 其他 灌溉面积 3．16万亩

水 引水流量 19．77立方米缈 小 站 敛 349,P餐．

工 濑溉 设计 11．22万亩 水 装机容量 2。德万千瓦

程 砥积． 现达 11．1l万亩 电 1985年发电■ 1．1亿度

蓄
塘瘁总t挫数 1358宗 治 原有易涝砸积 ， 1．1万亩

水
总库容 3556万立方米 涝 已治理面积 0．75万亩

工
灌溉 设计 5．幻万亩 水上I原有水量二漉失砺积 395．5平方公里

面积 现达 3．％万窗 保持l s治理面积 0．7．5万亩
程

发电装机 ll台／882千瓦 改造 需改造面积 6．35万亩

小 工程总数 碌 山坑田 已改适面积 3．49万亩

11’ 总库 容 1779)j立方来 田fB】强 需嚷活面积 O．3l万亩

型 濑溉 设计 1．4eJg"亩 溉系统 已整治面积 1．72万亩

水 面积 现达 0．67万亩 饮 水 需解决数■ 568万人

库 发电旋机 I台20开瓦 周摩 已解决数量 2．5,B万人

小 T程总数 ●琮

‘2l 总瘁容 1101万立方米

型 斋溉 设计 1．77万亩

水 面积 现达 0．73万商

库 发电装机 lo台／662T-瓦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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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县历年水利工程效益情况统计表

袁2

工 程 类 别 (宗) 效益(万i；i) 除

年
水 有 旱涝保收 涝

合 塘 酸 ．乜 也 机 水 堤 其

电 效 合 稳高
面

灌 排 灌 轮

蛄 灌 积

度 计 库 圳 站 站 站 泵 防 他 ^

站／千瓦 溉 计 产产 万
亩

合计 7778 138l 53∞ 359／2992口 的 l● 123 220 23 203 19．29 15．45 6．74

1949

2822 耱 272‘ ∞ 2。l 2

以前

1950 102 6"7 35 1．∞ 1．15

195l 10l ●7 44 1．3l 0．∞

19lS2 2∞ l鞠 107 3 1．65 1．3

19S3 22● 173 25 84 0．衢 O．筠

l刚 322 119 2ll O．7I O．弱

l口55 315 l弱 187 0．5l 0．36

1956 85 37 鸽 O．23 O．1S

1957 √‘67 l惦 360 1／20 l 0．弱 O．●7

1958 172 l∞ 67 l l 0．17 0．钙

l鼢 2眈 11 27l 8／2鹋 I l O．8 O．8

1960 20● 67 135 l／弱 l 0．趵 0．●

196l 63 32 30 1／5 0．0‘ O．03

1962 2¨ 25 173 5／61 l 0．26 0．06

1963 157 25 116 a／J7 6 3 O．3I O．27

196‘ l∞ 36 24 19／●33 9 ll l 0．75 O．∞

1965 2∞ 25 37 4／210 ● 2 “ O．63 O．∞

1966 ln 17 12l l／30 ● S O．的 O．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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