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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瑞金县水利志》是一部较为完整、系统的全县水利水电建设的

历史纪录。它客观地反映了全县水利水电事业发展的规律和经验教

训，展示了水利工作同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它的出版，对

于瑞金今后的水利水电建设必将产生积极影响。

瑞金的水利建设在较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比较落后．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来，全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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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治水运动．在消除水旱灾害，

改善灌溉条件，改造低产田，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扩大耕

地面积以及促进瑞金地方工业的发展，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条件等

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I|

诚然，水利水电的建设和管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建国

以来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要达到根治水旱灾害，充分开发水力

资源，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更好地为全县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

务的目的，还要进一步提高治水的自觉性、管理的科学性、利用的合

理性．要做到这些，就要继续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一

切从实际出发，兴利除害的方针．《瑞金县水利志》正可以作为我们

以后工作的鉴戒．想到这一点，我就很高兴。因此乐为序．

圆
1 9 8 8年4月



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实事

求是，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重在记述全县水利水电事业的沿革和现状。内容上详今

赂古、立足当代。

三、本志依方志惯例，横排门类，纵写史实；叙述为主、辅以图

表。卷首特设“概述"、 “大事记"，以使读者开卷即可明嘹全县山

川大势及以此为依托的全县水利水电建设之梗概。卷末辑录若干重要

文件，以为征验。全书主体部分按章、节、目构架。

四、时间断限．上溯到有资料可考时，下断至l 9 8 5年底止．j

五、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简称建国前)，以惯制纪年

并括注公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一律以公元纪

年．

六、志中对各历史时期的政权、官职等称谓，均依当时规定或

>--j惯。需另作说明的是： “县委即，特指中国共产党瑞金县委员会；

群县政府糟，特指瑞金县人民政府。

七、计量单位采用公制．计数一般采用阿拉伯数字．专业数据计

量标准则分别在有关章节里注明。



凡 例 ·3·

八、水位、地面、建筑物高程均采用吴淞高程．蒸发量采用2 0

厘米蒸发皿．

九、文体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

十、本志遵循生不立传原则。对有突出贡献的在世人物，采取以

事系人的办法，分别记入相关章节．

十一，志中资料大部分出自文书档案以及有关专业部门或知情人

提供的材料，并采用了少量口碑资料．编纂时一般不注明出处。

7乙



概 述

瑞金县位于江西南部、赣州地区东部。居贡水上游，武夷山西

麓。介于东经1 l 5。4 2 7至1 1 6。2 2，、北纬2 5·3 0 7至

2 6。2 0 7之间．东与福建省长汀县交界，南及西南与会昌接壤．

西邻于都，北接宁都、石城。东西宽约6 5公里，南北长约9 0公

里．总面积2 4 4 9平方公里。辖1镇、 1 7乡、 1个国营垦殖场，

2 7 0个行政村、3个城镇居民委员会，3 6 7 1个村民小组。

l 9 8 5年有人口4 7 3 6 8 9人．耕地面积3 6 4．8 1 7亩．

瑞金处在武夷山的新华夏系构造带中段西侧与南岭东西向构造带

东段北侧交接复合部位上．境内有如下几个主要构造带：(1)东西

构造带．由近东西向的褶皱断裂层组成，具有多期活动，并有成组成

带产出特点、各时代地层褶皱构造十分发育．(2)北东构造带．一

为九堡一一丁陂北东构造带．带内平行于主干断裂的次级断裂和皱褶

广泛分布．计有丁陂至万田断裂，岗面至万田断裂，罗屋至云石山断

裂，丁陂至下坝断裂等．二为日东北东断裂带．主要有两条较大断

裂，控制了日东到叶坪、武阳到谢坊的红盆沉积．(3)环状构造．

武夷山环状构造的两环位于本县南部，主要由两条环状断裂组成．外

环自会昌县往谢坊，武阳、泽覃之南转向东走，越省界；内环在石溪

崃，胎子炼、大塘面等地向东至省界处。整个环形有向东撒开的趋

势．环形中部有大富足花岗岩构造砥柱．

瑞金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的边缘区，河源至邵武地震大断裂带的

中段．按地震强度划分，大部分属于8度区，少部分为7度区．邻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