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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萧怀仁

水和空气一样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物质条件．

水的规律是变化的，能成为利，亦能成为害。兴修水利，根治灾

害，是人类同自然界作斗争的文明史和治理国土的起点。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和平县有史以来，．广大人民在兴利、

除害的治水斗争中创立了不朽的业绩．尤其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水利建设事业长足前进，成绩巨大，为农业及各行业的发展

提供了充裕的条件，积累了后劲，也积累了治水的丰富经验和有益

的教训· ·

《水利志》．不仅记述了和平县水的特点和变化规律，而且记述

了广大人民群众在治水斗争中兴利除害，造福万代的史实。为后人

进一步深化开发本县牟富的水利资源，向农业现代化进军，提供史

料，有所借鉴。
‘

：

由于经验缺乏，资料不整，水平有限，虽经广泛征求意见．多

稿定案，本志也难免存在错误与缺陷，希望阅者见谅和指教。

谨向为本志提供热心帮助的各界人士致敬．



概 述

和平原属龙川县份，都御史王守仁率部镇压粤赣边区涮头义军池仲容后，建县和平

于明正德十三年，距今有4 6 9年历史。，

县处东江上游区，涮江、贝墩(原称鱼潭江，下同)诸河也是东江发详地之一，集

雨面积l 6 7 7公里。贝墩河长5 7公里，和平河长3 3公里l彭寨河长2 6公里，涮

江河长l O 2公里，源于江西柏枚蟑。’“源远流长一。汇合处的新源水位站，多年平均

流量5 3立米／秒，直注东江。

县处广东北部粤赣边缘，接近三南(定南，龙南、全南)，东经1 l 4。4 5
7

一l l 5。l 7 7，北纬2 4。l O 7—2 4。5 O，。地质属沉岩系，以沙岩为主。土

壤以红壤为主，占总面积百分之八十，矿产资源丰富。西北境是南岭九连山脉?山峰连

绵重迭，向县内涮源、上陵、下车、热水，青州等区延伸。七座千米以上山峰，大多可

作登高旅游。山区面积占全县总面积2 2 8 3平方公里的百分之九十，形成九山一田典

型山地县。这一特定的地理条件，历来是义军活动的栖息之地，也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粤赣湘边区革命根据地之一。
’

边缘结合部的岑江，历来是两省重要通道门户。明设巡司，清设都司。明万历十四

年招兵2 4 O名，把总一员。清顺治十四年公举骁勇巡守城楼，设守备修营房2 5 O

间，因而有两省“重要关隘矽之称，历史上曾设石古城于此一

气候适宜，属中亚、南亚热带的过渡地段，冬季稍寒。建国后多年平均气湿2 0℃

上下，最高温度l 9 8 O年7月9日达3 8℃。最低温度l 9 7 3年l 2月2 7日和3 1

日是一4．5℃。 。

县属边远山地，历代统治者鞭长莫及，开发晚，建县迟，政治经济，文化科学、交

通能源发展长期缓慢，而人口却百倍增长。明万历二十年(1 5 9 2)人口仪3 9 0 3

人，田地山塘2 O 2 3顷余。4 O 0多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l 9 8 5年人口统计

突增4 O万人，而农田早地仅2 4万亩，直至目前仍处半封闭式生产，技术落后，商品

经济少，乡镇企业差，群众生产生活水平向来处于地区各县之下，历史上的洪，旱、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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雹灾害，连年不断，频仍出现。民国期县志不完全记载。出现主要灾害4 5年，其中旱

灾8年，洪灾2 5年，风雹l 2年，给人民带来的则是“漂庐万千，赤地千里，造成民

不聊生，采厥以食，人以相食、卖儿鬻女，哀鸿遍野，外流逃荒，，的悲惨史实。

建国后的3 7年间，灾情亦重亦频，特大洪旱灾害6年，成灾面积半数以上，其中

洪灾发生于1 9 6 4年，1 9 8 3年，．旱灾发生在1 9 5 6年，1 9 6 3年、l 9 7 7

年、1 9 8 6年。次大灾年1 4年，其中洪灾7年，旱灾7年，成灾面积占三分之一。

按此规律推算，重大洪，旱灾约近十年出现一次，次大灾害也在两年出现一次，虽损失

作物近二亿斤，但均未因灾害饿死人现象。

叙述建国后水利之前，回顾建国前水利状况：一是石陂，民国县志记载1 6宗，灌

溉面积三千亩上下，二是村坑有山塘；三是转筒水车、龙骨车。后两项各约有近千口

(架)。加上自流灌溉和人工灌溉，总效益在5万亩多，基本没备水库。西北，西南．

东北片均属山地，东南片的彭寨、古寨、林寨、东水等属丘陵、汛期的涮江往往直接威

胁上述区、乡，形成洪涝灾害的历史灾区。

建国后的三十七年，水利建设列入政府主要议事日程。水利设施随农业发展而兴

建，经历了从原来人工戽水、踏水到水库防旱；从以蓄水为主向蓄、引，提结合。经过

几个年代的修建至1 9 8 5年止，形成初具规模的水利设施，上游建库，减少了对下游

区的洪涝损失，实现了有效灌溉而积l 8．2 4万亩，对比历史新增灌溉面积三倍成

就。

蓄水工程·计1 5 4 7宗(含山塘)，当中发电中型水库1宗，小一型水库7宗，

小二型水库3 l宗，库容量从七十年代初的2 2 3 2万m。到1 9 8 5年止库容量增至

4 6 4 2万m 8。设计灌溉效益7．2 9万亩，现达6．O 6万亩。

陂弓f工程s计2 3 8 8宗(含自流水在内)，其中3 0 0 0亩以上“北水南调夥下

车拦河工程1宗，千亩以上公和等陂3宗，5 O O亩以上陂头8宗，百亩上约2 0 0

宗。共引水量l 2．1立米／秒。设计效益7．O 8万亩，现达6．8 l万亩。八十年

代前后，洪害频繁，毁陂甚多，近几年来普遍更新，向永久性石砌陂发展。

提水工程：计水轮泵近5 C O台，电灌3 6个站。4 2 0千瓦。柴油机2 O台，

3 O 0马力，除部份加工外，提水效益面积1．5万亩。从六十年代中至七十年代初、

中期兴建。长塘罗福、优胜横月等提水高达7 0篮一8 0世的翻山越岭灌溉工程，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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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传为奇迹。之后，由于轻管理、耗能、零件缺口等因，七十年代未呈下降趋势，八十

年代更趋不佳。除加工外，纯提水灌溉仅2 8宗，效益下降到4 0 0 O亩上下。

河堤。和平县河干堤八条，加上一些小堤段共长5 7公里，主要有古寨水西，林寨

跃进、中前，东水新坪、云星、上坝，大圈、彭寨彭中，荆源等乡。这些堤段关系数万

人1"-4和数万亩土地之安危。建国前，堤段单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重点进行了修复加

固。七十年代期由于洪水频繁，曾经多次冲毁，经不断地修复加固。由于经济条件制

约，多数河堤均仅能达到2 O年或l‘O年一遇洪水标准霭

水利建设最佳期是第一个五年计划间，在周总理露治标治本结合，防洪排涝并重∥

和嗷靠群众民办公助黟的方针指导下，完成l O万肛3以上小二型水库1 3宗，山塘

6 6宗，陂引工程2 9宗，并普遍修复四个区河堤，实现效益2．5 4 5 3万亩。投资

劳物折款仅3 0万元。达到投资小，效益高之实效。七十年代初提出： “小型为主，配

套为主，社队自办为主黟的方针，在省，地和枫树坝支持下，完成塘库2 4 8宗，．当中

发电的中型水库l宗，小一型水库4宗，小二型水库5宗，陂引工程3 3 2宗，新增效
●

益4．I 3万商。这一时期投资虽比以前稍好，但由于搿文化大革命劳动乱干扰，工程

质量差，遗留问题多。至l 9 8 5年止，国家投资水利建设总共l 2 O 0多万元，加上

县内劳物积累，贷款仅用2 2 O 0多万元。由于山地分散，水利设施小而多，有规模卫

程不多，经济效益不显著"li
’

水利建设的成就，不但灌溉效益增，而且直接为农业增产创造了条件。从厉年总产

计。1 9 5 3年前，年产长期在百万担谷之下，结束土地改革改变生产关系之后，激发

了劳动人民生产积极性，l 9 5 4年起连续四年第一次超亿斤。l 9 5 8年由于洪涝为

害，主要是大跃进，瞎指挥的“极左"思潮干扰，造成产量重新倒回建国初期水平，并

连续六年在亿斤之下。经过多年的调整，l 9 6 4年虽遭百年洪水为害，年均产量又开

始复苏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的生产水平。之后，虽处于十年动乱期，但省，地支持，水

利建设仍栏逐年发展。其中小型骨干工程多数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兴建，效益发挥

后，年均产量逐步回升，稳定在亿斤以上，l 9 7 4年总产1 5 6万担，l 9 7 7年特

大旱灾，总产仍近1 4 7万担，食饭问题，和平县多数农户仍成主要焦点，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之后，由于农村生产责任制的落实，调动了广大农户的生产积极性，除l 9 8 1

年由于洪旱灾害的影响，总产1 2 5万担上下。l 9 8 3年起，连续4年，年均产量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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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之年， 多

万斤，标粗塘6 6亩，总收入l l 1．7万元。效益较好年份也仅在三，两十万元中徘

徊。究其原因?一是“文化大革命’’期质量较差，小型骨干工程正在除脸加固，二是

l 9 8 3年特大洪水所毁设施进行全面修复，任务繁重，所以着重点转移，一直未走上

理想轨道。． ．

。 。水土流失严重： “文比大革命"之前，流失区l l 7平方公里，至l 9 8 5年止己

达到1 8 0平方公里，经治理初步控制的7 2平方公里。总之，建国后的水土流失与日

俱增，其原因?是山林面积遭受两次大破坏，一是公社化时期的大炼钢铁，大砍燃料。

二是矗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大量地、长期地自由滥伐，其后一次，影

响尤甚。还有“农业学大寨’’开荒扩种和近年的建房破土诸因素，致成恶性循环的严重

报复。

温泉s分布七个乡(镇)，现发现涌出地面泉点4 O处，形成一个：磕泉多发区。除

少数适温可养鱼外，多数水温在七十度至百度之上，宰猪杀鸡羊均宜。这一天然资源，

由于技术和资金制约，在漫长岁月中，长期沉睡未予开发。据泉区和外地病人反映，治

疗皮肤病卓有成效，可作疗养胜地开发，暖水村温水养鱼也有效益。调温养鱼、养鳗亦

应列入开发项目。
‘

电力现状：1 9 8 5年止，建成小电站8 7座，装机l O 3台，容量l O 3 9 2千

瓦。其中除老园两级站5 6 O O千瓦，初具效益。乡(村)小电站4 0千瓦以上才5 5

台，其余普遍存在小时利用率低，效益小问题。1 9 8 5年发电4 3 5 4万度，部份山

区仍未布网用电，县内企业差，六成输入电网，尚能作出一定贡献。l 9 8 5年实现利

润仅8 7．5 3万元，其中河明亮占3 0 8 0万度，利润5 3万元。l 1 O千伏安县办

变电站，1 9 8 7年l 0月5日接入运行。装机容量l 8 9 0千瓦的聂子石电站已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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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 8 5年动工兴建。

水资源。处于万山丛中的和平县，水力资源基本丰富，经勘查蕴藏量在l O．5万

千瓦，七大河系除青州，礼士水流入连平、河源外，涮江、和平(原称县前水，下同)

贝墩、下车河系均在和平境内，多年平均流量l 2 4立米／秒。涮江天然落差7 4 8 m，

区划勘查可利用落差l 8 O m～2 O 7m之间。贝墩河多年平均流量8．g立米／秒，

可利用落差8 8m，全县可开发利用水能资源共6．2 4万千瓦，现仅开发六分之一， ◆

银水自流，资源远远没有发挥。

展望：和平属发展中县份，工农业总值虽居省、地后进之列，但资源项目多，立足 ·

山区实业开发，当列材四化黟重要内容，以电代煤代柴会与日俱增。省委书记林若

1 9 8 5年9月山区视察提出：应对啉业、稀土、水资源"进行可行性开发。完全符

合和平实际。因而水电开发，理应列入水利之首，在思想，资金，技术组织上应及早向
●

水力资源开发中转移，列入“七五黟、矗八五黟规划的涮江上游区装机容量近二万千瓦

的犁头咀、黄蜂斗，黄石坳三级站和枫树坝上游的三溪口电站应作重点安排。但和平是

穷县，资金严重短缺，是实现水利资源开发的·大困难。县领导如能及早引进外资、富

区资金，发展横向联合，以多种形式集资办电j加上省、地对山区穷县的积极支持，发

展前途还是十分可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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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

宋景炎元年(1空7 6)龙JIl_主薄严某步游涮源李田岩，入洞三，四里，石问题

词。并有地下溪流、灌ltt：五，六顷。’
’

明芷德十六年(1 5 2 1)四月谢风胜围城三日绝水。省祭陈震率兵在羊子埔掘地

丈余得泉，渴甚立苏，美名“活民井弦，(即今县城大井头水井，现仍属县城优质泉’

水)。

明嘉靖四、八、九年(1 5 2 5，l 5 2 9，1 5 3 O)大旱。

明嘉靖间(1 5 2 2至1 5 5 2)每亩脚塘赋税秋粮两百斤，夏米二斗七升／＼。官

民田塘每亩科正耗米一斗七升。共有圈塘一千零=十九顷九亩。至清乾隆间目塘开拓至

二千零六十三顷二十九亩。’

明嘉靖十六年(1 5 3 7)大水。

明嘉靖二十九年(1 5 5 0)春大雪雹，坠杀牛羊甚众。 、

明未，县北的长塘、下车首次记载石陂引水灌圈。

清顺治十七焦(1 6 6 0)五月大雨水，水深数丈，漂庐舍、毁房地不可胜数。

清康熙十二年(1 6 7 3)三月大风雨，水深数丈，地响，树折、山崩。。

清康熙十七年(1 6 7 8)六月大水饥，损禾稼，米涌贵，鬻子女，知县韩师愈捐

彳、l；饥。

清康熙三十四年(1 6 9 5)四月大饥，知县邵大成请发常平仓赈饥。

清乾隆间三阁(现连平县属)枚子坝，东水，岑岗、下车汛防兵共6 5名，又名汛

”兵。
’

．

清乾隆四年至十九年(1 7 3 9至l 7 5 4)赣南商贾累议开凿粤赣河界(下车、

长塘段)以利粤盐运赣。举人朱超或以六害和黾之由报布政司禁止开凿。又经四任知县

极力上呈反对开凿，故未动工。

清乾隆二十二年(1 7 5 7)秋旱，神巫谣传紫微大帝显灵，超田群众科资立庙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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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一——二一—————————_一一一——r——__一————⋯奉，知县曹鹏诩焚像罢祀、斩早魔，即日降雨。
、

清乾隆间：长塘，下车建黄沙，弯角，老陂潭、铺里巷水陂。除各陂灌船百亩内，

外，尚可碾米。
‘

+．

． ·，清乾隆三十四年(1 7 6 9>夏l匹l#J大饥，近水田房多被淹没，斗米四百文。 ‘I

清嘉庆九年(1 8 0 4)自八年冬至九年六月阴雨连绵，盐每斤八，九十文，担谷

两千余。山月----It--日午时雨，造成灾情惨重(甲子异行诗纪实)。
●1

清道光十三年(1 8 3 3)六月十日大水，和城上水九尺，金带街房屋倒塌。 ．
。

清咸丰五年．(1 8 5 5)十月大风飓雨，学宫栋梁及民房倒塌。 ，‘，

’

’

清同治七年(1 8 6 8)八月二十三日大水，县城涨至县政府前石阶下，天后宫平

门楣。

清光绪十年(1 8 8 4)六月六日大水，热水河涨至二丈余，下游宙禾淹没。

清光绪间：贝墩低段口、下车巩桥，东水高陂兴建弓f水陂，分别灌E160亩至3 7 0

亩。 ．． ’，

、

’

●

●
’

中华民国三年(1 9 l 4)七月十三日夜子时大水，山洪暴涨二丈，县城金带街浸

店七尺，淹死四人，田园庐舍淹浸甚多。

民国十年(1 9 2 1)5月水灾，林寨石镇，楼镇，下正千亩圈禾淹浸六天六夜。

民国十一年‘(1 9 2 2)六月十九日大水，县城、下车水涨至一、二丈，损坏田园

庐舍甚多。

民国十九年(1 9 3 O)四月县长梁宝箴提议疏浚和平河，并经县行政会议通过，

七月二十日河工三人被毙，事遂中止。

十月县设农林合作指导室兼管水利。
’

民国二十四年(1 6 3 5)四、五月水灾，溺死三人，五月七日洪潦复作，成八十

年来没有之巨灾。民厅赈款五百元为县长韩甲光扣发，灾区强烈声请始发给。

民国二十六年(1 9 3 7)八月十七日大水，山洪暴发，翌晨始退，东水一带秋植

方毕，灾情惨重。

．民国十九年、二十九年(1 9 3 0、i 9 4 O)在林寨建垠陂头水渠、礼士夹颈水
，●

破。

民国三十年(1 9 4 1)七月大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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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底，中国农民银行和平办事处设水利合作社二，办理社员股金贷款业务。

民国三十二年(I 9 4 3)二月按新县制设六科二室，而农林指导室并入农建科．

民国三十四年(1 9 4 5)汛期。水西、马塘、双溪因水灾，漫房千问，伤亡二
●

人。 一·

‘

民国三十五年(1 9 4 6)汛期四天大雨成灾。彭寨，林寨、古寨、东水十五乡淹

舶万亩；浸房一千七百间。 ·

。f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 9 5 O年县人民政府建设科，科长陈仁。梁丙鉴、卢华阴

掌管农水、市政、交通。 ·

1 9 5 2年改设农建科，科长凌巨青掌管农水，交通。
‘

1 9 5 4年成立水利科，首任科长黄强。
■

l 2月l 5日首建林寨黑面窝小二型水库，库容4 8万m，，是冬严寒连战育日，

灌田千亩，效益贯来尚好。

1．9 5 5年春、秋均早，持续7 0多天，旱田数万亩，减产近2万担．7

l 9 5 6年春、秋均旱，受旱面积4万亩，减产4万担．中共和平县委首次成立抗

旱抢扦指挥部，指挥抗旱．

l 9 5 7年5月7日持续降雨八天，淹田1．9万亩，减产万余担，死亡九人。

当年9月涮江上游区马坑径第一个l 2 8千瓦小电站动工，因经济技术因素，至

1 9 6 4年l O月投产。

同年完成l 0万m 3以上小二型水库六宗。

1 9 5 9年汛期，淹田4万亩，损谷3．3万担。

当年2月连(平)和(乎)并县后，县城迁往忠信。县设农水部，下设水利科。

1 9 5 9年开始，成立县贝墩水土保持试验站，人员1 6人，l 9 6 2年在水土流

失重灾区安坳设水土保持分站， “文化大革命矽期间撤消，至1 9 8 4年才恢复。划入

小流域重点整治之列。

1—9 6 0年成立县水利局。7月局下设县灌溉试验站。。

当年春早夏涝。累灾面积1 O万亩，减产8万担。

1 9 6 3年“北水南调黟下车拦河工程于I 1月3 ft动-r。次年四月主坝建成。‘

l 9 7 8年扩建，l 9 8 1年完工，效益面积3 0 0 0余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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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是降雨量最少年份的大早之年。春早持续1 8 O天，受灾面积l 3万亩，减产

1 4万担。这一教{"I，促进干旱区的树华，首次兴建l O 0万ma以上的桐木坑小～型水

库。
’

1 9 6 4年6月暴雨成灾，是建国以来特大洪灾年。省、地调查组7月抵和，认为

暴雨中心的和平站降雨量高达5 0 9毫米，一天暴雨量重现期和平站百年一遇。三天暴

雨的重现期可达千年一遇。下游区漫顶缺堤，淹田9．8万亩，溺死4 9人。县陶瓷

厂技术员黄仁欣等五位同志为抢救国家财产，壮烈牺牲。后五位同志为政府追认为烈

士。 ．

6月2 0日省政府关心，特派工作组分别来和平、连平、龙川、河源慰问灾区人
‘

民。 ，

●

7月首次参加省召开水轮泵专业会议后，在雅水建成第一台水轮泵站。8月l O日

扬水运行。1 9 6 5年继续动工兴建1 O型至4 O型水轮泵8 l台。
’

1 9 6 5年春、秋均旱，面积9．3·5万亩，减产稻谷7万担。

l 9 6 6年发生夏涝，8月中旬后两个多月未雨，出现罕见秋早。8 3条溪河断

流，1 0 7口塘库干涸。灾重面积近6万亩。

6月6日一2 2日连下暴雨5 7 4毫米，后两天达2 5 4毫米，淹田2．8万亩，

减产5．8万担。

8月省水电厅设计院勘测小组来和平河明亮进行勘测，拟在深磨潭口筑6 8米高混

。凝土坝，凿洞引水至深潭角，装机容量l O O 5 O千斑的中型电站。需要资金9 2 O万

元。因工程量大技术要求高，淹地移民任务重，故未采纳。这次勘测为建设河明亮电靖

创造了条件。 ·

，

1 9 6 8年冬县城电厂设供水装置，部份居民首次用上自来水。‘l 9 7 8年成立和

平县供水公司。
’

1 9 6 9年一l 9 7 1年和平县革命委员会下设农水战线水利组。组长颜桂馨。

1 9 6 9年l 1月4日崩凶一级电站正式动工，总指挥吕文江。

l 9 7 1年8月l 1日和l 1月2 O日第一、二号机组分别投产，l 9 7 2年l 2

月l 8日三号机组运行。

1 9 7 O年9月中型水库老园二级电站动工，l 9 7 2年4月5日和7月2 1日第

一1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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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号机组分别投产运行。
。

1 9 7 O年至1 9 7 5年田周、月坑、前锋等l 0 O万m3以上小型骨干工程开始兴

建，进入水库建设高峰期。由于无政府主义干扰，r质量尚差，存在不安全因素，而且均

未完善配套。 ‘

1 9 7 2年1月成立和平县水利电力局，局长殷美善。

1 9 7 2年秋，新丰江电站为增大库容量，曾两次来和平协商，省主要领导提议在

和平县大乱(地名)处，引涮江水经甘树角流入忠信河，穿洞引往新丰江，和平县领导

考虑下游区要保持6立米／秒，也因工程量大，致末测设施工。

当年成立和平县三防指挥部，下设办公室。指挥徐声达，副指挥刘仕杰。以后逐年

均有调整。

l 9 7 8年3月2 0日总指挥何平，副指挥殷美善。1 9 8 1年3月2 6日指挥徐

南全、副指挥陈瑞贤。1 9 8 3年3月指挥徐声达，副指挥凌石锦、陈冠扬。1 9 8 4

年指挥陈和邻、副指挥肖怀仁。
。’

l 9 7 2年秋河明亮一和平输电线路及彭寨、和平变电站动工兴建。1 9 7 9年9

月从原来两线一地改为三线运行。

l 9 7 3年冬成立和平县机电排灌管理总站。灌溉能力长期几百千瓦中徘徊。站长

由县水电局副局长钟俊兼任。
’

j 1 9 7 5年1 2月I 3日。1 4目，县内各地均下大雪，是建国以来最大雪原，山
j，

地积雪数尺。
‘

‘

1 9 7 6年冬“农业学大寨矿马塘截弯取直改河动工。
。

l 9 7 7年春，秋均旱，春早持续目寸间长，灾情达I 3万亩，是建国以来特大罕见

灾害。
。

．
1 9 7 8年4月2 5日崩凶电站3 5KV-"线改三线的崩枫线正式投产。省定名为

枫明线。 ，

l 9 8 O年4月g日8时3 O分，上陵、下车、长塘出现龙卷风伴冰雹持续l O分

钟，拔树，倒房，伤3 7人。省民政厅派员调查灾情。． 。

当年出现夏涝秋旱。5月7 H一2 6日暴雨成灾，淹目6万亩，死亡四人，秋早面

积2万亩。



1 9 8 0定4月6日县水电局成立水利学会筹备小组。6月1 1日正式成立学会，‘

‘

并选出理事会成员。

l 9 8 O年l 1月老干部林镜秋，黄惊白、骆灿一行十余人到河明亮电站参观指
，

。

导。

l 9 8 1年6月普降暴雨，淹田7万亩。l 1日下午5时起4小时内暴雨l 7 O毫，

米，暴雨中心的显塘崩山7 O处，玉竹坑半边山滑坡，堵住山口。 ，‘

1 9 8 2年1 1月和平县召开水利会议，贯彻中央把水利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管理上

来的会议精神。 。

l g 8 2年底，河明亮电站出现年发电量，电费、职工收入兰个超历史。惠阳地区

水电处誉为“惠阳地区县办水电站之冠黟。

l 9 8 3年是建国以来年降雨量最多一年。5月l 1日九级旋风伴蛋大冰雹，7月

2 6 Ft暴雨2 0 I毫米，漫堤淹田8．3万亩，塌房数千间，伤亡1 4 2人。水利设施

严重毁损。林寨被水包围群众空投补给，上千灾民无家可归。7月底地区水电处领导驱

车礼士区视察，小车也被洪水包围，月余驶回单位。 ，

当年9月2 6日，成立和平县聂子石水电站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徐声达，第一副指

挥徐名桓，副指挥肖怀仁(常务)，陈冠扬。l 9 8 6年1月l 5日除陈冠扬外，县政

府行文，补充副指挥陈瑞贤、梁松月，其余照原。l 9 8 4年9月进行山林，土地征用

工作。l 9 8 5年1月电站交通桥动工，9月2 6日竣工，负荷20吨验收合格。l 9 8 6

年冬坝体正式施工，由丰顺县施工队自带资金进行承包。 ：

1 9 8 4年惠阳地委邓华轩同志来河明亮电站检查指导工作。

l 9 8 5年3月原河明亮工程指挥领导小组组长吕文江，故地重游，参观指导。

l 9 8 5年1 O月2 4日珠江水利学会王一民、地区三防主任黄镇、水电处副处长

廖汉光来河明亮视察研究老园水库增大溢洪流量方案。

l 9 8 4年春、秋均旱。以秋旱为甚。8月1 0日连续5 0多天高温干旱，3．，5

万亩无法插秧，插下4万亩受旱，减产6万担。

5月，中共和平县委委员肖怀仁重任水电局领导。各项工作均有起色。

．1 0月l 3日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和平县水利电力工程建设安装公司(其前身是小

水电安装队)，1 9 8 6年8月1 3日广东省建委批准定为三级企业。经理黄传接，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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