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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丰县水利志

《信丰县水利电力局》编纂委员会编

一九九三年二月



志成，编纂人员约我写序

者，受益非浅，感慨良多，难
《信丰县水利志》较完整

状，忠实，客观，既无溢美，

貌，展卷可得；经验、教训、

员为本县史库增添了一份宝贵财富。

旧社会，县内水利设施无几，水旱之患频繁，人民备尝苦涩。新中
国成立后，信丰的水利建设翻开了新的一页。广大农民和水利工作者，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奋斗，艰苦创业，自力更生，大兴水利；蓄

水灌溉，引流发电，挖井汲水，各类工程星罗棋布，璀灿生辉，为工农

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此乃有目共睹，有口皆

碑。

治水的目的是除害兴利、为民造福。随着改革深入，治水牵动全

局，要求日益强化，标准日渐提高，多层次、多形式振兴水利，更好地
为全县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还需进一步提高治水的自觉性、‘管

理的科学性，开发利用的合理性。承前启后，《信丰县水利志》恰具

“存史、资政、教化一的功能与作用，不失为水利工作者的良师益友。
想到这层、尤为欣喜、纵然学浅、亦愿为序。

曾风礼

1 990年2月



·2· 凡倒

凡 例

一、本志上限自所能搜集到的古代治水活动起，下限断至1985午

(个别事物延续至lC 86年)。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取事重点放在1 949

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广_

二、本志以志为主体、记事之本末，图表照片分别随文附于有关章

节。结构形式和层次，本着不宜过细、过繁的原则，只采用了卷、章．
节、目次。全志分8卷34章99节(概述、大事记冠前)。

三、本志采用记述体，语体文，力求达到严谨、朴实，简明、通俗。

四、本志对历史朝代称号，均按历史正称，并以公元年号括注。为

简略文字，有关名称除首次出现使用全称，尔后均用简称，如将“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简写为搿建国前”和“建国后”，党政机关名

称简写为搿县委”、 “县府"、 打县人民政府”、 “县水电局"等。

五、本志所涉地名统一使用1 981年地名普查成果资料，旧地名或俗称

．地名随后括注。河流使用惯称，-I"程名称用设计命名，多名则加注说明。
六、本志中涉及的度、量，衡单位，原则上以公制为准，引用史料

的计量单位，如石、斗、升等衡量，一仍其旧。正文中的数字，除章、

节序号及名称、分数外，一律使用阿拉伯文。
七、本志书的人物传，本着生不立传、实事求是等原则，寓褒贬于

记述之中，不加议论。对有关集体和个人的荣誉及表彰事迹，编入“人

物辑录”章或以事系人。
八、本志中的高程系统，桃江水位采用吴淞基面，地面高程为黄海

内容，均在文中加以括注，以资备考。

十一、本志对不宜编入主体篇章而又有必要记叙的史事，设《杂

缀》卷，将“重要文录”、 “杂记”等收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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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逮 ·3·

述

信丰县位于江西省南部，界于北纬24。59’至25。33’，东径I l 4。34’

至I 15。1 9’之间，居贡水支流桃江中游。东邻安远，西界广东省南雄县，

南靠龙南、全南、定南，北接大余、南康、赣县。总面积2878平方公

里。1985年有耕地47．67万亩(其中水田40万亩)，总人口53．27万人。
信丰，属赣中南中低山丘陵区，地质构造复杂，在历经多次地壳运

动及内外营力的长期相互作用后，演成了今天基本稳定的“七山半水分

半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地形布局。山地占7 0％，水域占5．79％，

耕地占l 3．05％，其他占11．I 6％。全县地势周高中低，东部、南部及西

北部为中低山区，西南部及北部为低山丘陵，中部有600平方公里的低

丘岗地，缓坡宽谷。桃江两岸为开阔的冲积平原。层次明显的地势转
折，构成了东高西峻、南北倾斜的地貌特征。境内一般海拔高度200至

400米，最高点是虎山山东，海拔lOl5．7米，最低是星村立赖坝，海拔135米。
信丰地处东亚季风区，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具有雨量充沛，

光照充足，四季分明，无霜期长，气候温和等特点。据县气象站1957一

1980年资料统计，年平均气温19．5℃，日照时数1810．7小时，无霜期
298天。7月最热，平均气温29．1℃，极端最高气温39．4。C(1 962年7

月30日)； 1月最冷，平均气温8．3℃，极端最低气温一4。l℃(I￡57年

2月l 1日)。年平均降雨量1500．9毫米，降水天数I 1 9至1 6 I天，多集中

在4至6月，形成一午当中的锋面雨季，雨量过剩，易成洪涝，常常在

一次降雨100毫米左右即有水灾。7月以后降水锐减，常出现台风雨，
1 5至20天雨量不足，即出现伏旱或础旱。降水的区域差异明显，四周山

地多，中部平地少，南部大于北部。水份蒸发量，年平均1246．I毫米。

年降水量与蒸发量比值适中，给县内以丰富的水利资源。

县境内多溪流，径流丰裕，水系发育，计有大小河流654条，其中桃

l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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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一级支流54条，较大的有古坡河、西河、小河河和龙迳河，河道总长

1974．5公里，河网密度每平方公里0．65公里。主要河流为桃江。发源于
赣粤界山饭池嶂(旧以冬桃岭为源，故名)，河道弯曲回环，滩多流

急，经全南、龙南，复经全南，于信丰崇仙老围入境，南北纵贯，：降全

县切成东西两片，然后于星村立赖坝出境，至赣县上南山注入贡水，主
河长307公里，总流域面积7913平方公里，为赣江水系最长水道。桃江在

县境内干流长85．3公里，流域面积2823．6平方公里，两岸拢翠，‘村舍绵

延，良田阡陌，秀色可餐。由于桃江上游植被良好，水源涵养补给性能
较强，加上县内各支流网络密布，给全县80％的耕地以灌溉之利。明、

清时期，桃江曾是赣州至龙南的主要舟楫航道，民国后失于疏浚，渐成
季节性通航。

信丰境内地表水丰盛充裕，多年平均地表径流总量为5 1．088亿立方

米(其中以桃江过境水居多年径流量30．542亿立方米，占67．27％。县

内产流20．546亿立方米、占32．73％)，年径流深面平均值713毫米，最

大年径流总量与最枯年径流总量悬差5．7倍。地下水源遍布全县各乡，多

年平均地下年径流补给量为3．386亿立方米，水质淡化，矿化轻度，埋藏
较浅，一般在0．5至4．5米，含水层厚度不大，涌水量多在0．Ol至1秒公

升之间，．具备使用价值及开发条件。由于境内河床上游段大多坡陡、谷

狭、流急，落差较大，水能源理论蕴藏量达13．36万千瓦，可供开发利用
量8万千瓦，其中仅龙迳河就可开发l万千瓦，为县内水能开发利用的
重点。

(二)

优越的自然环境为信丰境内动植物的生植繁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而丰富的水资源．又是信丰发展经济的重要资源优势之一。

然而，自唐永淳元年(公元682年)置县(初名南安、唐天宝元年改

名信丰)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1 300多年漫长的历史时期，县内

水利设施寥寥可数，水旱灾害连年不断，人民尝尽了水的苦头。虽然祖
辈为发展生产，早在明代成化元年(1465年)就挖塘开渠灌田，清乾隆五

年(1740年)重修古老大型引水工程禾锹陂，民国后期又倡修山塘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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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但终因封建社会制度的束缚，科学技术的落后，水利建设的发展
一直极为缓慢，而且所建工程简陋，多是一些小型陂坝、山塘、简车、

水车之类，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不足9万亩，粮食生产广种薄收，平均亩
产不足1 0 0公斤。

建国后，信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群策群力，团结治水，开启了水利建设事业新的历史篇章。

1950年3月，县人民政府在百废待举、诸事纷繁当中，连续发布通

令，号召各区乡立即发动群众疏浚原有塘陂渠圳，整修简车，挖建新塘

等，把水利建设事业摆在极为重要的位置。此后，连续30年，运筹帷
幄，反复制订与修改治水规划，集中领导、劳力和-资金，展开了大规模

的兴修水利的群众运动。

1951年至1954年，‘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信丰针对本县早多于涝

的实际情况，根据金省水利建设方针“以防洪为主、兼顾防旱”，确立

“修堤、挖塘、筑陂开圳、发展灌溉”，侧重于建设小型灌溉工程，满

足农业增产的需要。1954年度统计，全县修建各种水利_72程4182座，有
效灌溉面积由建国378．97万亩扩大到12．34万亩，增加37％。 ·

1 955年，县内第一座小(二)型示范水库——大塘新龙水库开

工，全县水甜工作重点开始逐步移向水库建设，陂、塘、渠、圳等工程

同时发展。并贯彻“小型为主，中小结合；以蓄为主，蓄引提并重；负

担以受益单位为主，民办公助相结合”的方针。方法上，，采取全年准

备，短期突击，农忙小搞，农闲大搞，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广
泛开展兴修水利活动。到1957年，全区第一座中型水库——走马龙水库

和县内第1座小(，一)型水库一古陂浪石头水库同时动_72兴建，合作化

的农村变冬闲为冬忙，县委因势利导，成立冬修水利指挥部，抽调80％

的机关干部下乡开展大兴水利和冬季积肥运动，农业大跃进苗头初露。

据年底统计，．全县建成或基本建成的小(二)型水库已达10座，‘山塘，
陂坝工程增加到l万多座(处)，新增有效灌溉面积5．67万亩。

1 958年人民公社化，全县以“人民战争’’的气势， “大兵团作战一

的方法，掀起了群众性大办水利的热潮。同时开工的工程有1座中型水

库，8座小(型)水库，最高日上‘工劳动力多达5万余人，声势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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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之广，热情之高，历史空前。这一热潮涌起，一直延续到1 960年，

全县建成和基本建成的水库达N30座，其中中型3座，小(一)型1

座，小(二)型26座，有效灌溉面积增加到29．54万亩，为建国初的
3．29倍，占总耕地面积57％，为全县农田水利化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
础。

1961年至1965年，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八字方针和“巩

固提高，加强管理，积极配套，重点兴建，充分发挥现有水利工程效

益，并为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的水私方针指导下，全县的水利建设转
到对现有水库的续建配套、保安除险、加强工程管理、充分发挥工程效

益等方面，兴建工程的发展步伐减慢。五年间新开工的工程有中型水库

1座，小(一)型水库1座，小(二)型水库12座，新增有效灌溉面积
1．45万亩。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一十年动乱，水利机构撤撤并并，工
程技术人员下放农村劳动，水荆建设事业受到严重干扰。．，但广大农民群

众依然思水心切，兴修水利的愿望与热情并未因此而泯灭，反而充分利
用工程技术人员近在身边的有利条件， 继续大搞水利建

设。十年闸，新建中型水库2座，小(一)型水库6座，小(二)型水

库1 4座，积极改善生产条件，发展农业生产，使全县农田有效灌溉

面积达到37．1万亩，旱涝保收面积28．4万亩，75％的耕地和90％的水田

得到有效灌溉。尤其是1973年，在开展“五查四定”的基础上，全县制

定了《1973一1983年水利水电十年规划，》，通过分期实施，使农田有效
灌溉面积达到37．12万亩，占耕地面积78％。

1 976年起，全县掀起以改土治水增肥为中心、山、水，田，林路统一规

划综合治理的农田基本建设新高潮，县、公社、生产大队均建立专业队
伍，广泛开展平整土地：开荒造田、建设园田化，改造低产田等活动，

新建水利工程虽然不多，但机电排灌建设一直保持发展的势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水利投入减少，水
利工作重点恢复又回到对现有工程保安加固、续建配套、加强管理、发

挥效益上来，适当发展机电灌溉和山塘陂圳工程，以消除干旱死角。+1 982

年，全县水利工程普遍开展“三查三定”，对小(二)型以上水库32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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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调整复核。到I 985年，全县已建成中型水库6座(占赣问地区已
建中型水库23座的四分之一)，小(一)型水库8座，小(二)型水库53座，

合计67座，其中经过除险加固达到安全标准的61座，占91％；实有山
塘I 3566口，陂坝2072座，千亩以上引水渠工程2座，机电灌溉站204处、

装机容量553台6582千瓦；各类工程有效灌溉总面积达到3 7．33万亩，比

1 949年增加8．42倍。这些工程的建立与完善，连同水土保持、农村人蓄

饮水等工程的发展，都是全县人民劳动汗水的结晶，是国家和集体的宝

贵财富，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减轻自然灾害威胁，全面发展农业生

产，奠定了物质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很大贡献．

(三)

信丰的水电建设，比之农田水利工程，发展的速度较慢。建目前，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县内虽有丰富的水能资源，却未开发利用，小水

电建设为一项空白．建国初期，由于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全县着重于

修建防旱抗洪工程，解决农田灌溉问题，加上资金、技术力量缺乏，未

顾及骨干电站的建设，以至小水电建设起步较晚．
I 959年至I 969年，为信丰县小水电建设的试办阶段。I 959年，县水

电局利用自行生产的木制水轮机，在全县新建试验性水电工程8处，次

年成功投产的有新田夹水口电站和金盆山电站，共装机48千瓦。后因木

质水轮机易损易朽，频繁更换，投多产少，效益不彰，已建成的小水电

全部进行了设备更新改造．县城自1 957年起使用柴油机发电，I 970年后

改用赣南网电。‘
I 970年至I 980年，是县内小水电建设的大办时期。这期间，随着工

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副产品加工、提水灌溉，农村照明以及广播宣传、
电影放映等方面的需要，小水电发展较快。首先是五渡港水库一级电站

(坝后式)和龙舌电站(引水式)相继建成投产，解决了县内东、西部

部分农村用电的需要，鼓舞了群众办电的积极性。其次，一些原来使用

柴油机作火力发电供圩镇照明均公社，纷纷开发利用当地水能资源，选

址建站，大搞小水电建设，取得显著成效．1 974年统计，金县已有I 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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