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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也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兴一业而利百业．

废之．则受其害．这是几千年来历史的总结．

揭西人民饱尝旱、涝之苦．对治水有强烈愿望．经过长期的顽

强的斗争．但在旧社会．国弱民穷．技术落后．血汗洒尽·灾害依

然肆虐．中华人民共和窗成立后．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发扬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开展大规模的治水运动．筑堤抗洪．建库防

旱．生产条件不断改善．1 9 6 5年揭西建县后．水利建设更上一

层楼．整治江河，加固埏围．建电排站．开截洪渠．综合治理洪涝
’

灾害．继续兴建·批中．小型水库和引水工程．大建机灌站，电灌

站．提高了抗旱能力；尤为可喜的是．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
‘

上级主管部门大力支持下．金民办电高潮迭起．小水电站星罗棋布．

水资源得到进一步的利用．有力地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一切

成就．凝聚着揭西人民的智慧和血汗．他们不屈不挠。前赴后继．
，，

7

治山治水．改造自然．无愧为炎黄的子孙．

盛世修志的春风吹开万树花．嫣红姹紫．《揭西县水利志>就
‘

是其中的一朵．它较为系统地记述了人民群众治水的历程·讴歌建

设者的英雄业绩．揭示了旱涝灾害的客观规律．有经验．也有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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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将为今后的水利建设提供借鉴．也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精神财富·

我们相信．它的成书．对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是

有意义的．

由于我们知识浅薄．经验不足．加上历史资料不齐．错漏之处．

在所难免．切盼专家．筒行以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使之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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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本书为水利专志．按照略古详今原则．横排纵写．记述揭

西县水利水电事业的历史和现状．重点放在灌溉，防洪治涝．水电

建设．工程管理等项．随文配图．表．照片．

二．本志上限不限．尽量追朔．下限至l 9 8 5年底．1 986

年至l 9 9 O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写成续记附后．

三．揭西县于l 9 6 5年从揭阳县析出建置．本志取事以

l 9 8 5年的县域为限·援引建县前资料时只取今属揭西范围．

四．本志历史纪年．中华民国以前按历史习惯用法．并在括号

内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以公元纪年．用阿拉

伯数字编写．

五。本志地面高程一律采用珠江基面．

六．本志采用白话文．引用历史资料时部份摘引原文．引用技

术资料时对工程技术术语不作注释．

七。本志对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地名均依原记载．地名如

有更换者则加注今名．引用历史资料一般注明出处．原文无标点的

本志均加标点．

八。为了方便记述．文中部份地方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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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建国前或解放前．之后简称建国后或解放后．’凡筒称“党"或

“党员"．均指中雷共产党；简称“党支部"．“党委”．“区

(镇)委"．‘‘县委"．“地委"．“市委"．“省委"．系指

中国共产党所在挡一级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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