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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阳县水利

潮阳县水利志编纂组
一九九一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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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阳为东粤古县，背山面海，簇拥三江(练、榕、濠江)两山(南山、小北山)，历

代人民，筚路篮缕，向海争地，围堤没闸、筑陂引水，开发、繁衍在这片滨海土地上，

顽强地同频繁的洪涝、风潮、旱咸等多种水早灾害进行着长期斗争。但时代的局限、历

代小型分散的水利_『．程，抵御水旱灾害能力毕竟有限。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只有在中

华人民共和I同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做主、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才

取得历代无法比拟的综合治理水害，开发水利的辉煌成就。在短短36年问，对练江流域

采取蓄、泄、防、排、抽等措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治理；引、蓄、提桕结合，塘库与河

涌水源联合运JIj，解决生产、牛}口r-JI】水；梯级开发了两英河、龙溪等水电资源，以及建成

一批输变fL-上：程；对江河下游实行治理与开发相结合原则、进行围垦等等，海门湾闸

坝、南山截流等T程，则更为举世所瞩Lj。 《潮m县水利志》如实记载潮阳水利事业的

历史变迁、发腱特点以及当代成就，既看到水利历史发腱的连续性，更着霞讴歌当代的

业绩，给人以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启迪!它的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治理水害、开发水利足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事业。随社会的发展、必然赋

予新的要求，它作为幽民经济∞基础产业，必须得到不断的巩固、完善与发展，这个问

题巳越来越为人们可共识。潮F[{200多万人广1、生活在这1300多平方公里的地域，为进一

步发腱lj：会经济，仍须礼：40年水利建设}：0艇础上，把水利j}Up继续推向前进，这是我们

义不穿^仁∞责任、亦寄希单rj：来者!

马 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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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潮阳第一宗大型工程一
练江水闸下游侧视(吴。锋掘)



▲练江中游井仔湾裁弯改

直河段

'古老的引水工程——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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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县最托水库——秋风
水库走坝迎水埴

}全县第一座中型水库——
河娶水库

V*口謦上金澳水库的

是圳涵管进啦塔，坝

后采电站



岔
g

鼍

鲞脚
目

野
^

璧
苍

毫
一
嚣

囊
塞
婪
婪

誊
；

墨
餐
曼
茎

要
蓑
彳
≤

《
三

警
《
≤
芒

一
辑
一
一
a
；

d
o



罡
韦

J
．

吲
I

n

I—
I口

一群母d州一

舻崾鲜世芒肆口崔．∞
州掣}昔舻鼎i．卜

堵曾《州莹f篡．崎
肯譬gi肆矗呐

一《

I一等甘也晕冒《一

匿基《斡|『

扭鲽*封昔掣g州神

口吲匠露整
一。卜*，甘杀嚣矗H



彰1
◇
鼍
：
‘
■

h
0

∥

瀑谶饕壤
卜紊．篱

穗垛}幡目料艟鸯卜装《{嚷．一

一生r_
-曼一■

●，-．量“1}ll+

：。k童蓓?羔

if_I产■
．

，

t-ItII



蜊轩d々
《卜≮V凹骚

一
鸯

型
缸

刊
《

瑶
世

扑
世

一
讨

苗
七

蝌
采

四
甘

酬
芒

骨
硼

口
妇

士
卜

二
‘

鞋雒桀皋眯颦q霹蹿篙时
}爿母肆睾疃《譬基型鹾蓬甚墨禹．呻

{}f●擘F耐谁世昔《蒜．∞

，Id谢弗“甲



水利电力局办套楼’(是o‘}j．t)

，《朝阳县水利志》稿复审套合
影、左起：前排：王欢然、马

楚州、用昭鸿，郭保、姚作良

葬继吏、部承国。后排：翁科
宗、张维、柞可翔、翁甲健、

林成利、陈松茂、周绪文

(稚建灿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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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6月11日LLT兆中I何局第一15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同省委书记区梦觉

萎；二知：；鬈：8羹茎备：蜜篇；，”鬟；舞眚i互墨蠢篓}々署“”1争弱詹泽1‘1潮“’县



△在盒浦视察田问排灌紧及平移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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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高。年春^右后起v鄄希、郭春，李风、陈光^左后起v郭利、郝耀、蓣麟锰箍薛秽磋





《潮Bn县水利志》蹁纂粗

组 长：马楚洲

顾 问：郭 保

副组长：王欢然 林相锋

成 员： (按姓氏笔划)

吴捷鹏 张 维 林成利 陈松茂 周绪文 郑可翔

翁甲健 翁科宗

彗吾霹；张维
摄 影：吴乙峰 郭奕豪 锌一煌鬲! 邱益凌 李统生

审

审

张 维等

修：王欢然 陈松茂

定：马楚洲



前 日

潮阳县南北山丘环峙滨海冲积平原，地处练、榕、濠江过境河段巾下游，“咸水头

淡水尾"感潮河网区，历代人民饱尝旱咸之苦，又深受洪涝潮灾之害，同自然进行着长

期的斗争，水利事业同潮阳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司马迁“甚哉!水之为利害也，，的

名言，于潮阳倍感贴切。然历代的水利建设，只零星分记于史志、谱谍、碑碣，且多遗

漏、或语焉不详；对于当代潮阳水利的建设业绩，以及带来的全县经济面貌的巨大变

化，则更需大书特书。根据国务院关于编纂地方志的指示精神，特首编《潮阳县水利

志》，记述潮阳上下干七年、纵横一百里的时空范围内，水利事业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以达“资治，存史、教化”，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对当前“为加强国情教育、爱

国主义教育、艰苦奋斗传统教育"提供地情资料，更具现实意义。

1986年开始搜集潮阳古今有关治水资料，编成资料专辑与记事卡片，经考证、筛

选、分类，七易篇目，于1987年3月进入编写、油印，至1989年初纂成初稿(长编)。同

年5月，经“汕头市水和I志指导小组”邀请部分兄弟县水利志主编，会同县志办与县农

委负责人，对初稿进行认真评审，提出宝贵意见后，又经反复调整篇章结构，修改增删

内容，1991年4月，经县志办、农委有关负责人及水利志编纂组全体成员复审后进行修

改，六易其稿，力求突出潮阳地方特点，揭示历代围垦开发同治水利害相因，综述古今

水旱灾害变化，反映历代人民治水活动，特别是当代人民群众在共产党与人民政府领导

下，气壮山河，改造自然的伟大气魄与建设成就，也涉及某些应予吸取的教训，冀能为

当代及后世治水提供借鉴与参考。

在编写过程中，承蒙原水电局长郑民，郭保、市水利电力局水利志指导小组负责人

张茂亮、《潮阳县志》副主编郑承国、县农委“农委专业志编纂组打副组长蔡继史等热情

指导，潮阳县建国后首任县委书记兼“县水利建设委员会”主任，原“省绿化委员会”

主任郑希题写书名，以及本统系很多热心人的支持协助，于此深表谢意。

为达“三性”(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要求，虽尽极大努力，但限于本人学

识，加之资料不全，错漏在所难免。希读者、专家给予批评指正。

编 者



凡 例

一、内容；本详今略古的原则，全志共30万字，建国前文字占二成、建国后占八

成。卷首为概述、大事记；正文分16章，即水系、水资源、水旱灾害，防汛抗旱救灾、

水利基础工作、围垦、河道整治、枢纽工程建设、防洪(潮)治涝、灌溉供水，水力发

电、水土保持、工程施工、工程管理、水利科技、水政，卷未治水人物、附录、跋、编志始

未，共分54节63目。图表、黑白照片插入有关章节，彩色照片则汇置卷首。部分资料分

题编成专辑，另册存档。

二、着笔：为突出专业特点，水旱灾害章中，只录台风带来风暴潮(含风浪)或暴

雨造成的水灾，有风无水的，本志不予收录。围垦同水利利害相因、关系密切，专章置

于工程前列。河道整治、枢纽工程建设为本县治水骨干、举足轻重，各设专章继之。防耧

(潮)治涝工程措施难以分开，灌溉与供水向来俱属紧要，故各统为一章。除卷未治水

人物外，正文各章节中多以事系人(含群体与个体)，力图见物见人，反映人民群众精

神风貌与业绩。

三、辑存；本县古今留下大量有关水利的诗歌谚谣、金石碑碣、传说故事等，如实

记载各时期有关水的珍贵资料，是水利事业发展中的部分精神成果，故予选录；此外，资

料专辑目录j文存、1986--1990水利大事记等，也予辑录，俾便检索备查与续志备采。

四、规定：本志的编写，遵循国家关于编纂地方志的有关规定，参考《水利百科》

的有关记述，以及各地约定俗成的修志原则，力求合乎规范。

五、断限：上溯有史志谱谍记载始，下迄于1985年；空间一般以1983年Io,EJ划定的

县域与行政建制。但历史上县域局部多次变动，部分事物以发生时的县域记述。

六，水准：地面、水位的高程，除注明者外，练江流域用练江假定基面，榕江与濠

江用黄海基面，各水库用所在工程假定基面。

七、资料：来源主要有省、市、县档案馆馆藏案卷；市、县水利电力局档案，潮州

府志、潮州志、潮阳县志，县内各乡村谍谱、文史资料；各地碑文，报刊、私人日记、

会议记录，座谈采访；实地调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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