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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坟云浮县水利志》是由云浮县水利电力局编写，经过五年时间，收集了资料共3 5

万字，进行认真筛选，分类、整理．修改，并得到肇庆市水利志编篡委员会，云浮县地

方忘编篡委员会审改，四易其稿而成．

《云浮县水利志》记述了云浮县在山区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受洪、涝、早等自

然灾害的威胁。建国后，云浮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群众性

治水运动，进行了大规模的农Bj水利建设。五十年代，以防旱为主，兴建了大批小型

山塘、水库蓄水工程，陂圳引水工程，如塘磋湾、白石坑，大木塘、乌石坑等水库蓄

水工程。白石、麻子田、鹅公田、白芒等陂圳引水工程。结合防洪、修筑堤围、涵闸，

如大涌河、降水、白沙塘，南山河等堤闸工程，以国御西江洪水和山洪水的淹浸。六十

年代，为了适应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提高防旱、抗旱能力，兴建了一批小一型水库蓄

水工程和较大的陂圳引水工程，如迳尾、云龙、东升、石古河等水库，小河，头厂，石

陂等陂圳工程。扩大了灌溉效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七十年代，随着工农业生产

的发展，群众生活的改善。农业生产要求达到早、涝保收，稳产，高产的效益。又兴建

了朝阳、东风两宗中型水库和大洞，新村、洞仔、大蓬降等小一型水库。同时利用山区

水力资源，大办小水电，兴建了朝阳水库．羊于子寮、东风水库，龙门，云务山．滩冲、

红洞等水电站。增加了工农业和群众生活等用电。培修，加周西江沿岸和新兴江沿岸的

主要堤围。达到防御二十年一遇频率的洪水，兴修了逢远河，降水，大涌河、盘咀河，

茅田、卫东等机、电排涝站，治理水土流失，田问渠系整治，改造低产田等综合治理，

都作了翔实的记载。

本志以详今略古，以类系事，分章设节。全志分概述，大事记等共1 O章3 3节及

附表、附录约1 0万字。
．

《j浮县水利志》已出版，希望能为今后云浮县水利水电建设的发展，起到一定的

作用。

《云浮县水利志》编辑组

一九九O年三月



云浮县在明，清朝代时称东安县。位于广东省西部，西江之南，新兴江流经县境东

部，南山河横贯县城。境内地形起伏，地质构造复杂，西南部高，东北部低，自西南向

东北倾斜。大致分为东部、中部盘地，西南部丘陵、山地，北部沿西江右岸地势低洼．

沿江地区洪、涝灾害频繁，丘陵、山地地区常有早患。历史上有“西旱，东涝，北洪，·

中间冲’’民谣，是十年三收的贫困山区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浮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遵照国家

的治水方针，开展了群众性治水运动，进行水利综合治理。按各类地区不同的情况，大

力修建各项水利水电工程。在干旱地区修筑山塘，水库、建陂圳引水，在沿江低洼洪，

涝地区筑堤围，建水闸、建机，电排涝站，办水力加工厂I在山洪冲刷泛滥地区筑堤

围，开环山截洪渠，治理水土流失。全县人民经历了3 6个冬春的艰苦宙斗，使云浮悫

利面貌和农业生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防洪，防涝，防旱的水利工l程

体系，把水害变为水利，改变了历史上十年三收和“西早、东涝、d匕洪，中间冲净的灾

害面貌。建成一批小水电与省电网联接的电力网络，对促进云浮县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发

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云浮县水利志》把云浮县水利水电建设的经历，特别是建国后对水利水电建设的

成就，作了翔实的记载，对今后云浮县水利水电建设的发展，将会起刭一定的借鉴和促

进作用，并为后代留下了可贵的史料。 ：

本志编写和修改用了五年时间，四易其稿，渗透着编志人员的心血和改革精棘，广

大干部、职工及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成全其事，诚为可贵，是为序。

何水兴

一九九O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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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上限溯至明朝万历五年(公元1 5 7 7年)始置东安县(现称云浮县)，

下限至l 9 8 5年，有些水利事项，未受断限的限制。

二，本志按“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取事重点放在中华人民共和目成立以

后。‘根据云浮属山区县。北临西江之南．对防治洪，涝、早等自然灾害，作重点叙述。

三，本志纲目按章、节，目的层次排列，正文共l O章，全志书约l O万字，以横

排纵写的结构记述，文!芋采用语体文，数字用阿拉伯字书写。以志为主体，随文插图附

表及照片、概述，分阶段简述事业的发展，以反映规律。大事记，采用编年记事编写，

记载主要的水旱灾害和治水活动，方针、政策、机构沿革等重大事件。

j四、民国以前按习惯的年号记述，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一律以公元纪年记述o。

五i本志对备个历史时期的政权，一律按当时的习惯称呼。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简称建国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简称建
，

国岳)。 ．

七，本志所用地面高程，采用珠江基面高程，田亩面积、产量沿用市制，其余均用

公制。，·

八、本志凡简称矗党努的，是指中国共产党。凡简称“县委力的，是指中国共产党

街县级组织，凡简称露县政府黟的，是指云浮县人民政府。，

九、本志所引用资料，来自云浮县挡案局，云浮县水资源渊查、水利化区划，河流

规戈!j复查报告书及综合成果、云浮县水利电力局历年存档文件及各区、乡水利水电管理

委员会的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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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云浮县位于广东省西部，西江中游南岸，隶属肇庆地区，地理座标介子东经l l l

度4 3分至1 1 2度2 0分，北纬2 2度3 5分至2 3度O 8分。县城为云城镇。东西

宽6 1公里，南北长6 2公里。土地面积1 9 3 9．7平方公里。东与高要县交界。西

南与阳春-P_,-ⅢE连，东南与新兴县相接，西与郁南，罗定县为邻，北与德庆县以两江为

界，交通方便，陆路有广涮匕线横贯县内，县城距肇庆64公里，距广州】64公里，距罗
定8 3公里，距湛江3 8 1公里，县城至六都公路2 2公里，县境内各区均有公路相

通。水路有六都港，设在西江边，上行至广西梧州，下行至肇庆、广州。

明朝万历五年(公元1 5 7 7年)始建东安县，属罗定州。民国三年(公元1 9 l 4

年)因河北、湖南、NJq等省都有东安县名称，为避免混淆，以境内最高Il|峰云雾LII而

改名为云浮县。1 9 4 9年1 0月2 7日(农历九月初六日)县城解放。1 9 5 8年新

兴、云浮两县合并，取名新云县，1 g 6 1年分县，恢复云浮县，县境范同于1 9 6 0

年1月作过调整，将原来东坝、宋桂二个区划出给郁南县管辖。l 9 8 5年统计，云浮

县管辖l 6个区两个镇，2 0 8个乡，总户数10．'万户，总人口45．23万人，其中农业

人口39．56万人，农业劳动力13．28万人，总耕地面积28．1万亩，其中水旱田23．04万

亩，旱地5．06万亩。

云浮县属丘陵低山区，地形起伏，构造复杂，西南部高、东北部低，自西南向东北倾

斜，造成山地，丘陵，盆地，低洼地等多种地貌。大致分为东部盆地，中部丘陵、西部

山地、北部低洼，山地占全县面积70％，丘陵占25％，盆地河谷平原占5％。县内海拔

4 0 0至7 0 O米低山有50个，海拔1 O 0 0米以上高山2个(大云雾IJl海拔1140米，

大绀山海拔1086米)。县内矿产资源主要有铁、钨、锡、铅、大理石等，其中硫铁矿贮

藏量丰富，为2．1亿吨，号称亚州第一大矿。
‘

耕地土壤以水稻土、赤红壤为主。粮食作物以水稻、小麦，红薯、大豆为主。经济

作物有花生，甘蔗、黄麻，木薯，烟叶为主·

云浮县地处低纬度，北回归线南缘，属南亚热带季风区，气候温暖·年平均气温

21．5oC，最低气温If．i‘C，最高气温28．4 oC，极端最低气温一1．4 0C(1967年1月17

l



1 9 5 3年开始，进行了大规馍的农田水利建设，贯彻了“小型为主，中小型结合，续

’

建配套为主，区乡自办为主"的水利建设方针，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分期分

批治理早、洪、涝等灾害。经过=三十六年的努力到1 9 8 5年底，全县水利水电工程体

2



系基本形成，改变了过去十年三收， “西早，东涝，北洪，中间冲黟的面貌，农业生产

得到了可靠保障，同时，还建成了一大批小水电站，从而填补了小水电的空白。全县兴

建蓄水工程共5 6 l宗，(其中·中型2宗，小(一)型1 l宗，小(二)型2 5宗，

11I塘5 2 3宗，总库容8 2 0 3万立米)，陂圳引水工程3 4 3宗(其中I灌溉千亩以

上的l 6宗：1灌溉千亩以下的3 2 7宗)，设计弓：水流量29．85秒立米，提水灌溉工程

9 0宗(其中：电溉站3 2宗、装机3 0台3 1 6千瓦，机灌站2宗，装机2台4 8马

力，水轮泵5 8宗，装机9 2台)，防洪堤围3 6宗，总堤长69．27公里(其中：达防

御能力2 0年至5 O年一遇频率的有l l宗，达1 O年至2 O年一遇频率的有l 5

宗，达5年一遇频率的1 0宗，捍卫耕地6．09万亩。捍卫人口5．12万人，排涝工程2 0

宗，电排装机3 2台5 0 3 8千瓦，抽水机8台5 7 5马力，排D．面积2．01万亩，水土

保持治理流失面积7 3平方公里(其中。效益显著3 O平方公里)，治渍面积1．6万

亩，田间渠系整治6．62万亩，全县现有效灌溉耕地面积25．12万亩，占全县耕地面积

28．1万亩的89．4％，保证灌溉耕地面积(F=90％)23．34万亩，占83％，旱涝保收耕地面

积18．76万亩，占66．8％，占全县水旱田面积23．04万亩的81．4％。小水电建设从1 9 6 3

年开始至l 9 8 5年底止，已建成小水电站1 7 l宗，装机1 9 2台11980千瓦，年发

电量2 6 6 0万度(1 9 8 5年发电量)，输变电站和输电线路共建有3 5千伏输变电

站4宗，容量共1 8 O O 0千伏，高压输电线路9 0公里，l 0千伏输变电站1 O宗，

容量共l 8 9 7 5伏，高压输电线路3 2 4公里，低压输电线路1 9 5 O公里。全县已

有．1 0 0％的区，9 2．1％的乡，9 3．2％的村，8 6．9％的家庭和机关、工矿企业

等用上了电，加速全县工，农业发展，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云浮县农田水利和小水电建设，l g 8 5年统计，3 6年共投放资金3 1 6 1．6 2

万元，其中，国家投资2 2 6 7．6 9万元，县投资7 6 7．’6 2万元，群众自筹资金

1 2 6．3 1万元(未计群众投工折款)。共完成土方5 O 4 5．5万立方米，石方61．2

万立方米，混凝土1 2．O 3万立方米，总投工7 6 3 9万工日，共使用钢材2 6 1 2

吨，水泥5 1 9 4 1吨，木材5 6 6 6立方米。 ．

建国3 6年来，水利水电建设事业发展的历史，大体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1 9 5 3年一1 9 5 7年)，根据全县水旱灾害情况，早患比较突出，

列农业生产威胁较大。这五年中，发生过二年较大的早灾(1 9 5 5年、l 9 5 6年)，

一年水灾(1 9 5 5年)：广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发出指示，号召全省人民大力兴修

水{：U，抗御水早灾害。当时，县委、县人民政府，按照县情发动群众，民办公助，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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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宜地兴建了小一型塘磋湾，／l,-．型木公塘，石仔坑、大水塘、芋荚塘、麻塘、鹅塘等

七宗水库工程，白石陂、河头陂、保障陂、大圳陂、竹头湾陂、长排腰陂等6宗陂圳引

水工程。塘磋湾水库是云浮县最早兴建的小一型蓄水工程，这个水库虽然蓄水库容不

大，却揭开了全县大办水利的序幕。

在西江和新兴江云浮县境沿岸和县城南山河沿岸，兴建了大涌河堤，腰古堤、卫东

堤，南山河堤等堤围工程，以防御西江洪水和山洪水的淹浸。

第二阶段(1 9 5 8年一一l 9 6 5年)主要兴建蓄引水骨干工程。这八年中，兴

建了小一型蓄水工程迳尾，云龙、东升、小二型乌石坑、湖塘、莲塘、关塘等7宗水

库．小河引水，麻子田、头厂、石陂、白芒、两罗大圳，大湾口等7宗陂圳引水工程。

因而增强蓄引水匿，提高抗旱能力。同时，继续兴建西江沿岸的湾边堤、水口堤、四围

堤，大河堤，降水堤等5条江堤。小河下游沿岸的茅田、吉洞、永昌、旺村、古郊、庙

诅、升平等l 2条河堤工程，继续防御西江洪水及山洪水淹浸农田，治理水土流失，整

治排灌系统，改造低产田，挖三沟，排五水，使农业生产达到稳产、高产旱涝保收，有

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这段时间的水利建设，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由于受“大跃进黟左倾错误的影

响，曾出现过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等错误倾向，突出的是工程计划上，贪多求快，

忽视质1量，工程没计上，边规划、边设计、边施工的牡三边’’做法；政策上， “一平二

调"I思想上。急躁冒进j作风上，部分行政领导强迫命令等，以致造成部分工程质疑

差，给以后维修、养护造成不少困难。

第三阶段(1 9 6 6年——l 9 7 6年)，随着工农业逐步发展，水利建设规馍，

仍跟不上形势需要。如工农业生产及群众生活的用电，增加蓄引水工程，保证农田灌溉

用水，捉高防旱能力，增加沿江堤围建设，捍卫更多的农田、人El，减少洪水淹浸的威

胁等。因此，这期问，全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力排“文化大革命"的干挠，兴建了中

型蓄水工程东风、朝阳两宗较大的水库，小一型蓄水工程石古河、大逢降、新村、洞

仔、大洞、新坪路、深术尾等7宗骨干水库，Jb-型蓄水工程洞殿、扶卓、云楼、早坑，

路下笳等lo宗水库I同时还兴建了云龙、东升、自石、滩冲、新坪路、大逢降、大台等

l 2宗水电站(其中，大台电站因云浮硫铁矿开发需要，已于l 9 8 4年停产报废)。

在江河防洪方面，兴建了西江沿岸的逢远河堤、团结友谊堤、盆咀堤，新兴江沿岸的腰

古新堤萼4宗较大的堤围，使全县水利水电建设的战略布局日臻完善，进一步增加蓄水

能力，保证灌溉用水，扩大防洪效益，增加电力能源供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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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第四阶段(1 9 7 7年一一l 9 8 5年)，主要是配套挖潜，加强工程管理，扭转

水利工作中重建轻管的现象，开展多种经营，讲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这八年期

同，大办小水电站，兴建了朝阳二级羊孑子寮电站、东风二级龙门电站，降水、云雾山，

红洞等1 4宗水电站，同时兴建六都大泵站，降水排涝站、大涌河、盘咀河等4宗较大

的电力排涝站。水利工程建设，继续深入贯彻“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社队自办为主’’

的方针，狠抓维修，配套、挖潜、除险加固，讲求安全和效益。并建立和健全各级管理

机构，征收水费，发展多种经营，增加经济收入和社会效益。既管好工程又是农副产品

生产基地。从l 9 8 O年至l 9 8 5年，全县综合多种经营总收入为1 8 6万元(电费

收入除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深化，逐步实现以增加数量为主，转到提高效

益为主，以工程建设为主，转到全面管理为主；从“单一利用"，转到“综合利用”。

近几年来，水利系统建立岗位责任制，推行以承包为中心的企业管理制度，把职工的

责、权、利结合起来，从而解决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问

题，为加速经济的发展，增强了活力。

水利条件的改变，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云浮县水利水电建设事业，经过3 6

年来艰苦创业，已取得了较大的效益，给工农业生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从而打下

了稳固的基础。随着各项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方针、政策进一步贯彻落实，全县工

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l 9 8 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3．0 8 2亿元，比l 9 8 0年

1．2 3 8亿元增长2．5倍。其中，工业总产值1．5 O 9亿元，比l 9 8 0年0．405亿

元增长3．7倍，农业总产值1．5 7 3亿元，比1 9 8 O年0．8 2 8亿元增长1．9

倍。l 9 8 5年全县粮食总产2．4 7 2】|6亿市斤。其中，水稻总产2．3 2 O 8亿市

斤，与1 9 4 9年相比，分别增长2．5倍、2．5 1倍。全县人民群众在解决温饱基础

上，改善和提高了文化生活水平，向“四化一建设和小康生活水平目标奋勇前进。

从实践证明，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又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云浮县水资源丰富，水利

水电事业潜力还很大，旱，洪、涝还未彻底解决．尚有9450千瓦小水电未开发利用。随

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水利事业开展为全面服务，从单一生产转到多种经营，以经济效益

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以农业生产服务为主，进一步扩大到为国民经济整个社会发展服务。‘

在已建成的水利水电工程，继续加强管理，大力发展综合经营，其经济效益必将更加显

著。今后水利水电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将会为建设繁荣富裕的云浮，发挥更大的作用。

5

多．



大 事 记

191 8年-1 985年)

中华民国

民国二年(1 9 1 3年)

夏，连降大雨，西江水jii}，沿江农田受淹。

民国三年(1 9 1 4年)

6月2 4日至2 7日，连日大雨，西江水暴涨，为数十年所罕见。六都、都骑、杨

柳等地沿江各个村庄、农田被淹，受灾严重。

民国四年(1 9 l 5年)

7月7日至8日，西潦涨至数丈，加以连日大雨滂沱，水势涌入各堡，较之去岁高

过4尺有奇，南乡街铺户倾塌一空，各村房屋凡墙壁是泥砖墙脚者全部倒塌，男女老幼

露宿风餐，遍野哀鸿，嗷嗷待哺，为数百年来未有之奇灾，石龙堡淹田6 2 1 O亩，灾

民7 7 O 3人，一南乡淹田6 3 0 5亩，淹死1人，灾民9 7 8 9人，省府派员视察灾

情，据省筹赈处及救灾公所的记录。塌屋，极贫9 3 6间，次贫l 2 4间，抚恤银：极

贫5 6 1 6元，次翁4 9 6元，另拨赈米2 O O包。

民国八年(1 9 1 9年)

5月，暴雨，腰古、小河两堡一带大片农田被新兴江水淹没。

民国十年(1 9 2 1年)

夏，大雨，西江水涨，沿江农田被淹。

民国十一年(1 9 2 2年)

夏，西江水涨，沿江农田受淹。

民国十二年(1 g 2 3年)
．

夏，西江水涨，沿江农田受淹。

民国十三年(1 9 2 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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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西江水涨!沿江农田受淹。
‘’，

_j。0二‘≯吐r，，

．‘民国。斗七年(I．6≥!：B『年) +t·√·，j’二：．t 。；、?V 。n．：，’：一一Y i：‘、T

，：：‘8月I，·西泣采濂，决堤淹田0：．j’_：二一⋯?to t．‘j，j j·t‘：‘j：．一㈠。。‘

民国十八年。℃：19≥j9年)!-；⋯0’：。；!：‘．-‘．'‘‘一o’：’j，·，’-。‘·i一。：：j∥、一
7月2 4日，狂风暴雨，拔树塌屋，西江水涨，灾民甚众。

民国十九年(I 9 3 0年) ；：j。：．t，·， ‘。

z j

夏，大雨，西江水涨，沿江农田受淹。

民国二十一年(1 9 3 2年) ．．0 1
’

夏，：西江水涨成灾。 ·
．

： 一

●●
● ’

民国二十二年(1 9 3 3年)

秋，久早不雨，晚稻歉收，大饥：

民国二十三年(1 9 3 4年)
‘

·

8月2 2日，暴风雨成灾。
，

民国=十五年(1 9 3 6年) 一 ·

春，大旱，翁竹开花，歉收，民饥。 。

民国三十一年(1 9 4 2年)

7月，西潦暴涨，沿江各乡被淹，物资损失甚巨。
一

． t

民国三十四年(1 9 4 5年) 。

、
· t

8月中旬，西江水暴涨，沿江低田受淹。

民国三十五年(1 9 4 6年)

春，大旱，田地龟裂，巅竹开花，作物失收，是年大饥荒，百姓以树皮野菜充饥，

不少人流浪乞食，饿死在街头路边。富林乡何金石一家1 3人，饿死9人；，白石乡蒸狗

塘等村饿死1 2 5人。三岭乡云凳、沙塑等村有两妇人将遗弃之小孩取回，名为代养，

实则剡食充饥。

8月，飓风袭击，田禾损失甚重。‘ ，

’

。 。

民国三十六年(1 9 4 7年)
’

6月1日，西江水涨，山洪暴发，最高水位2余丈，被浸时间l 0余天，。受灾乡镇

有镇北、维新、方杨，腰古，芙蓉等1 1个乡，受灾耕地面积4 7 5 6 5亩，倒塌房屋

1 5 8间，损坏房屋5 1间，死亡1 2人，失踪1 2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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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八年(1 9 4 9年)

7月l 7日。云谬县云正报钱，旬来，莓风暴雨≯1U潦如万马奔腾，山洪泛潞西

江洪水骤涨三丈余，沿江低洼乡村屋字多遭淹没，牲畜家物随水漂流，六都街道水浸戈

余．_江水涨退反复3次，持续时间一个多月。灾情之严重是三十年来所来乱 ：

中华人民共和国

】9 4 9年

1 0月2 7日，地方革命武装部队三团，开进云浮县城。云浮县城和平解放．

1 9 5 0年

春早，受早面移{2．玎亩，其中，水稻1．78万亩，经济作物0．22万亩。

秋早，受早面积2万亩，其中，水稻1．8厅亩，经济作物0．2万亩。

洪灾，洪水淹浸耕地面积3．22万亩。其中，水稻3．02万卣，经济作物0．2万亩．成

灾0．T5万亩·
●

1 9 5 1年

春旱，受旱面积1．23万亩，其中，水稻1．18万亩，经济作物0．05万亩。

秋早乒受旱面积1．23万亩，其中水稻1．1万亩，经济作物0．13万亩。

1 9 5 2年

洪灾，洪水受浸耕地面积3．04万亩，其中，水稻3．Ol万亩，经济作物O．03万卣，成

灾0．88万亩．

1 9 5 3年

4月·农建科安排干部汤武生，李振东二人搞水利工作。

春旱，受旱面积2．85万亩，其中水稻2．43万亩，经济作物0．42万亩，成灾0．7万亩。

6月，整治南山河工程开工，广东省水利局投资1．4万元。

冬，开办第一次农民技术员训练班，训练一批农民水利学员4 6人，时间2个月，

兴建一批小型蓄，引水工程，阜宁山塘，企坑山塘，老虎涌山塘，麻子田陂、东村陂、

迳口陂，东坝大圳工程。

8



1 9 5 4年 ·

’

』

丑月，一批小型引水陂堋工程竣工．麻子田陂圳工程受益4 0 0亩，率田殴{lII工茬’
，

●

●

‘

受益I 2 0亩．东坝大圳工程受益4 2 D、0亩．

‘‘‘ 5月，广奉省粤中行政公署水利处．分配技术干部黎启初。李集祥、苏刨茂主人劭

云浮县搞水利工作，成立水利组，属农建科领导。水利组共有干部6人，黎启初．李集

样，苏刨茂、汤武生．李振东．区岳，黎启初任组‰
‘

春早，受早面积1．．24万亩．其中水稻1．ol万亩，经济作物o，．09万亩，成灾钆了4万亩．

1 2月2 4日。云浮县人民政府转发省人民政府(5 4)粤水字第7 3 9号文靠广东

省地方自筹水利经费暂行办法一共四章十五条．
●

1 9 5 5年 。

1月，水利科成立，黎启初为水利科代理副科长，管辖云浮县水利工作·

5月春旱，受旱面积1 2 2 O 0 O亩。其中水稻8 5 0 0 0亩，经济作物3 7勺0 0

亩，成灾3 6 0 0 0亩。早期从l 9 5 4年l 1月至1 9 5 5年5月共1 5 0天·

县人民政府组织群众进行抗旱，抽调大批干部下乡，组成1 8万人抗旱大军，持续

抗旱9 5天。筑临时陂圳2 5 9宗．打井5 3 4个，挖地下泉眼8 2 1个，临时拦河筑

坝8 7处，出动脚踏水车1 0 6部，手水车1 8 3部，抽水机4部5 l匹马力。解央旱

田6 1 4 O 0亩。

7月，洪水受浸面积1 4 0 0 0亩，其中水稻l 2 5 O O亩，经济作物l 5 0 0

亩，成灾8 5 0 0亩。 ·

1 O月秋旱，受早面积1 1 O 0 O亩，成灾9 8 0亩。每天出动抗旱人数4 2 4 4人

次。使用捕水机3部，手水车l 1 1部，戽斗5 3 3个，修圳l O条，修水陂2 0个，

放鱼塘水4 3宗。

1 1月1日，省水利厅召开全省水利会议，主要内容为完成1 g 5 6年水利计划丽

奋斗1 2耷月，兴建六都白沙塘防洪堤工程，l 9 5 6年3月底完成，堤长3．28公里，

堤高5米，捍卫耕地3 8 0 0亩。 ．

1 2月，云浮县人民政府调周剑同志到水利科任副科长。
．

1 9 5 6年

1月1 1日，夏洞乡黄JIl毡水圳工程，在施工中因偷岩取土，泥土崩下，压死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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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姓名叫林仔母，女，6 7岁，．伤民工1人，姓名李耀伴，男，6 l岁。

。。，鸯旱，辈早再翟．9 6。3
0 o声，，，基中水稻6 2 0．0．0亩z经济作物3 4 3'o o亩，

王?：?：：．·?。。：：芝．‘i!。’j凡．”．：．i：；∥ 7，。i：： ． !．．：，．：、』：’，：一．。：一。：。：一。
成灾l 2 O O 0亩。 ． ．

，

’。6月i选送l 9名水利干部参加高要专员公署水利技术训练班学7习，‘时向．3条月．o．’
。一"t点Ji。涝水受漫面积1。6 3 0 0亩，萁中水稻I 3。：1 0白亩，。缒舞榨吻3；jj舌，成

．炙ii3Do音。’二j．．一：-·。∥嚏矿“’．i‘¨。．。·。-’!．·‘r|‘·√。一一j-：
‘。： ．。9丹6日，都骑大涌河堤闸土程开工。

“。 7¨一‘～一 。‘

。

9月1 9日，’云浮县人民政府(5 6)云办字第6 9号文逋知，水利科攻为水利

局，陈苏任局长，共有干部3认：“
j ’ 。’

“’。一，”’’‘

9月，在河口大元市开办第二次农良技术员培训班，参加人数I 1 6人，时间2 3

天，主要学习小型水利施工技术。 ’； ?·‘。

秋早，受旱面积25900亩i其中水稻2 2 0 0 0亩，经济作物3 9 0 0亩，成灾

．6 0 0讯，：。， ．．：一．一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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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月3 0日云浮县人民委员会(5 6)云人千字第1 3 0号文批准黎启初任云浮

县水利局第二副局长，．免去原代理副科长职务。 ，．。． 一 。

．．1 2月，云浮县水土保持站成立，地点安塘墟。共有干部职工6人。 ⋯

．． 冬，兴建一批小型山塘，陂圳工程4宗，富林大木坑山塘，河口白石坑水库，白石

皲圳工程，南盛七洞乡鹅公田大圳工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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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都骑大涌河堤闸工程管理所成立，职工2人。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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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周剑任云浮县水利局第一副局长。
’。

春旱，受旱面积6 7 6 0 O亩，其中水稻3 8 0 0 0亩，经济作物2 9 6 0 0亩，

成灾1 2 0 0亩。

秋旱，受旱面积4 9 1 0 0亩，其中水稻3 8 0 0 O亩，经济作物2 9 6 0 0亩，

成灾l 2 0 O亩。 ，

9月，受台风雨侵袭，受浸面积3 8 8 O 0亩，其中水稻3 5 7 O O亩，经济作物

3 l 0 O亩，成灾1 8 3 O O亩，倒塌房屋1 9 5 7问，其中民房9 6 6间，冲坏水利

工程陂圳5 8 0宗，山塘1 5宗，崩缺堤围6条，死2人，伤2 g人·

～1 0月，都骑区降水堤闸工程开工。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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