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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水是历代治国安邦之道，也是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课题。

l 开平县立县于公元1638年(明崇祯十一年)，后经历清朝、中华民国、到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这几个历史时期的政府，对治水有不同的指导

思想和要求，编写这部《开平县水利志》目的是反映开平县水利水电建设的历

史和现状及其演变，以便能服务当代，也服务将来，为治水提供有益的借鉴。
．。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

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按照去伪存真、略古详今的

原则，对大量的资料进行了筛选、核实，力求使本志起到“存史、资治、教

化"的作用。志书记录和整理了历史上治水情况及建国后中共开平县委员会和

开平县人民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取得治水的巨大成就。

编写《开平县水利志》是编者一项新的工作，加上编写人员水平有限，又

缺乏修志经验，虽经多次修改，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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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暂行规定》的

为主体，．图、表

清雍正十一年)，

求编写，采用横

概要介绍治水历

字，一律用阿拉

伯数字表示；历史纪年，民国以前按习惯用法记述，在括号内用阿拉伯数字书

写公元纪年。 ．

五、本志对历代政权、官职均按当时称呼，如清朝、民国等。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号，第一次出现时全称，以后涉及解放前、后事件，均用“建国前”或

。建国后”。

六、本志涉及度、量、衡单位，是按当时通行使用的名称书写，地面、水

位高程用珠江基准。计量单位用米、公里、立方米、平方公里、吨记录。

七、本志引用的资料，来自县档案馆、水电局各股室、各镇水利会、水电

局直属基层单位、县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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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开平县位于广东省中南部，在珠江三角洲西南边缘，江门市西南方，地跨

东经11 201 3r一112。487，北纬21。56’--22。39，之间。东北与新会县相连，北接鹤

山县，东和东南与台山县分界，西南紧接恩平县，西和西北部邻近新兴县。县

境东西横宽59公里，南北纵长75．75公里。

开平县始建于公元1638年(明崇祯十一年)。公元1649年(南明永历三年，

清顺治六年)成立县治于苍城。1949年lO月属粤中专署，1950年3月县城迁

到赤坎镇。1952年5月属粤西行署。1952年7月与三埠镇合并(解放初期三埠

镇是县级镇)，县城设在三埠镇至今。1956年3月开平县归属佛山专署。1 958年

12月属江门专署(1 1月恩平县与开平县合并，初称为开恩县，1 959年1月改为

开平县)。1961年2月属肇庆专署(196】年3月重分开平、恩平两县)。1963年

7月属佛山专署。1 983年5月属江门市。

1988年，全县有1 6个镇，289个管区，2858条自然村，1 56720户，其中

农业户数125785户，全县总人13有61 9730人，其中农业人13 488507人(农业

劳动力256606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98人。全县总面积1 51 0平方公里，

耕地面积543350亩，其中水田453807亩，旱地89543亩。人均耕地面积0．88

亩。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每年上调国家粮食1．5亿多斤，是全省18个商品粮

基地县之一。

开平县是著名侨乡，海外华侨、华人有42万多人，分布在58个国家和地

区，其中尤以在美国、加拿大为多。全县有港澳台同胞18万多人，侨眷和港澳

台同胞家属36万多人。县内水陆交通方便，广+(州)湛(江)公路横贯县境，

县城有汽车直达深圳、珠海、广州、湛江等地，县级公路遍及各镇、管区。水

路交通有三埠x寸夕l-口岸，主要航线为三埠至广州、香港、澳门。

本县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亚热带气候，温暖多雨，四季常青，年平均气

温21．9℃，一月份平均气温】3．4℃，7月份平均气温28．4℃，历年最高气温

37．3"C(1 980年7月10日)；历年最低气温1℃(1968年2月6日)，无霜日为

333天，年平均日照数为2009小时，全县年均雨量1887毫米，但地域分布差异

很大，县内各地年降水量在1700—2400毫米之间。最大年降雨量3447毫米

(狮山水库1965年)，最小年降雨量1 1 14毫米(水口1977年)，最大日降雨量

767毫米(狮山1959年5月17日)，最大年降雨量为最小年降雨量的3．1倍。本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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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季风十分明显，4—9月多吹偏南风，气候温和湿润，10月至次年3月多吹偏

北风，气候干冷。每年夏秋季节常有台风袭击，雨量主要集中在汛期4至9月，

约占全年降雨量的84％，尤以5—6月为甚，称‘‘龙舟水’’，并有夏秋涝、冬春

旱的现象。

县内地形南北部高，中间低，地形狭长如蘑菇状，自南北两面向中部潭江

河谷平原地带倾斜。县境有三种地区，西北角和南端是低山高丘地区；中部和

东部是平原区；北部和中南部是中丘、低丘、台地地形区。县内主要山脉是天

露山脉(又名铁炉ljJ)，位于大沙镇西北面，主峰海拔1254米。与天堂坪(海

拔1】92米)、三宝山(海拔1128米)、狗公l上』(海拔1040米)联成县内西部的

天然屏障，是开平县和新兴县的分界岭。县境南部的黄竹脑、五指尖、马头山、

石围坑顶等山，均由高山余脉及高丘陵所组成。县内有零星山丘，较高的有梁

金山、百立山、罗汉山、百足山。全县山地面积约占2％；丘陵约占29％，多

为砂泥、砂质和赤红壤，也有少数为石质土；海拔50米以下的平原约占69％，

土质多为砂泥。

县内河流众多，潭江干流横贯开平县中部长56公里，水口镇以上集雨面积

有4365平方公里。在我县境内汇流的一级支流有自沙水、新昌水、镇海水、址

山水，发源于台山和鹤山；还有蚬冈水、新桥水、公益水发源于本县，各支流

汇集于本县境内，每遇暴雨，上游发洪，蚬冈、百合、赤坎、塘I--I、长沙、水

日、赤水等镇易造成洪涝灾害。汛期，由于山溪小河的流源短，集流快，每遇

暴雨洪水峰高量大，加上潭江上游有恩平洪水泻下，下游河口潮水顶托，水渲

泄不及而成灾，因而开平县历史上洪涝灾害频繁。

历代统治者中的有识之士，都把兴修水利作为治国安邦之道。据开平县志

记载：清雍正十一年(公元】733年)，广东水利布政司陶正中来九冈坪开垦荒

地，花了三担六白银搞九冈坪水利工程失败，后吞黑金自尽，死在马冈蛇脊村。

这是开平县较大规模和有计划兴修水利的开始。

民国时期，由于国内战乱不息，水利失修，水旱灾害频繁。许多关心桑梓

的华侨纷纷捐钱回乡资助兴修水利，以振兴农业。百合怡燕抽水站，是由当地

华侨集资，购买外国设备建成的。建国后为兴建水库所代替。

建国前，开平县水利建设基础很薄弱，全县只有一些小型山塘、水跛和小

堤围水闸工程98宗，灌溉面积4．8万亩，抗旱能力很低，95％以上农田都是

“望天田”。最大的蓄水工程是九橱塘山塘，其库容也只有30万立方米。全县洪

泛面积有17．84万亩，山洪冲刷面积有12．5l万亩，因洪泛影响只能种植单造

田的有8万多亩。由于水旱灾害连绵，水稻年亩产只有二三百斤，是个严重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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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粮县。据民国26年开平县政府施政纪要记载：“本县米粮产额，仅敷全县四

个月之供给，其余不敷之粮食，均由外地输入”。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解决水旱灾害，改变农业生产

面貌，改善人民生活，开平县人民政府采取了有力措施，领导全县人民进行大

规模的水利建设，实行洪、涝、旱、潮并治，蓄、引、提、电结合，大、中、小

型工程结合，综合治理，综合开发的方针，取得了很大成绩。建国以来，水利

水电的发展可分为五个时期：

一、恢复时期(1950一】952年)：建国初期，由于农民还是个体经济，劳力

负担、资金筹集和兴修水利所占用的土地等问题不易解决，不可能进行大规模

水利建设，在此情况下，水利建设以堵口复堤，恢复旧有工程为主及一个点、一

条村开展筑小山塘、建水陂、兴修一些堤围水闸工程。这个时期共做了133宗

小型水利工程，灌溉面积11．8万亩。

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1 953年国家开始了第一个五

年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农村搞合作化，个体经济转变为集体经济，人力、物

力、财力、土地由合作社统一使用、统一调配，因而劳力负担和占用土地问题

较容易解决。这时期水利建设贯彻“以小型为主，结合兴建骨干水利工程”的

方针，开始兴建灌溉一个乡、一个区的小型骨干工程，如罗汉山东水库、罗汉

山西水库、恩开水库、小娘潭、老虎坑、羊迳、五更洞、牛牯坑、羊角坑、马

咀坑、行坑朗、九木牙塘(扩建)等蓄水100万立方米以上的小(一)型水库12

座。兴建中型立新水库一座。兴建万亩以上堤围有：赤坎江南、江北堤；沙塘

北堤；水口金山堤；扩建长沙楼冈堤；塘口干堤。万亩以下堤围有赤水羊路等

防洪堤和长沙潮区堤围。全县水利工程有377宗，灌溉面积20．45万亩，使部

分地区的水旱灾害得到了改善，有2．5万亩单造田改为双造田。水稻年亩产由

过去200多斤增加到600—700斤。

三、“大跃进”与调整国民经济时期((1958—1965年)：这一时期可分为

两个阶段，1958—1960年是水利大发展阶段，1960一1965年是调整巩固阶段。

1958年中共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

总路线，随后全国水利会议提出“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社队自办为主”的方

针，强调在大力兴修小型水利的同时，要有计划有步骤修建大中型水利工程，做

到大中小结合。为更好贯彻中央路线方针，县成立了水利指挥部，由副县长王

铁山负责专抓，统一领导全县水利建设。中共开平县委提出‘‘农业要大上，山

河要改变，水利要先行"。根据潭江河流规划，决定在潭江支流上游兴建防洪、

灌溉、发电综合利用的大沙河、镇海、狮山三个大中型水库。这三宗骨干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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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于1 958年5月、6月、11月动工，三万名水利民工奔向水利工地。经过近

两年的艰苦奋战，于1960年春基本建成，1960年2月18日隆重举行庆祝三大

水库放水剪彩典礼。本县第一个水电站——镇海水库电站也于同年7月建成投

产发电，向县城三埠镇输送电力。

1960一】965年贯彻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和中共广东省委提出的“巩固提高，加强管理，积极配套，重点兴建"的方针，

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对未按设计完成的水利工程进行续建配套，巩固提高。开

平县水利工作的重点是继续完成大沙河、镇海、狮山、立新水库的工程配套，使

渠道畅通。同时修复1961年被暴雨洪水冲毁的工程，主要是大沙河水库涵管消

力池和增建泄洪闸；镇海水库溢洪道冲毁后改泄洪闸，联兴渡槽冲毁改虹吸管；

立新水库溢洪道修复；狮山水库土坝扩建和增设泄洪闸1座。通过对已建工程

进行续建配套，使“大跃进’’期间工程不配套的状况有所改善，工程效益得到

逐步提高和发挥。在搞好工程续建配套的同时，对全县水利条件较差的边远高

亢受旱地区，兴建了大槐、麻竹排、那简、螺山、自云石、龙眼坑、铜鼓岗、响

水潭等小(一)型水库。此外，大搞排灌分家，降低地下水位，长沙公社幕村、

冲澄大队的排灌分家；赤水羊路排洪渠都是这个时期搞的。

1963年，广东省电网新丰江水电站电源开始输送到开平县，水口、长沙、赤

坎、月山、沙塘、赤水等公社陆续兴建了一批电动灌溉站。开平县第一个电动

排水站——羊路站于1964年6月建成。

四、文化大革命时期(1 966～1976年)：水利建设受到“左’’倾路线影响。

前期，水利工作处于停顿，水电局撤销，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劳动，仅留少

数人在县农林水革命委员会工作，全县水利工作只能由基层发动群众进行一些

工程维修。中后期，开平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开始考虑经济建设，水利工作

才有转机。从1 969年冬起，一连三个冬春，县革命委员会组织一支以民兵为骨

干的一万多人的水电建设队伍，集中在本县大沙公社和几个大中型水库进行电

站建设，此期间，先后奖成大沙河、狮山、立新三个水库坝后电站，在大沙公

社范围建成电站14座，装机容量5885千瓦。i970年至1 971年底，全县13个

公社和3个镇组织了9万人的疏河民工，展开对潭江干流j白沙水、蚬冈水、镇

海水等9条水系的42处河段进行了裁弯取直、扩宽、挖深的工作。

五、调整与改革时期(1977--1985年)：这时期重点是治理洪涝灾害，实行

“高筑堤，架电排，三分家”(即环山截洪，洪涝分家；分仓排水，高低分家；整

治田间渠系，排灌分家)。整修闸窦和建电动排水站，并将潭江中下游电动排涝

站工程纳入基建计划。从1977至1981年分五期完成，共完成排水站212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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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容量15809千瓦，受益面积93319亩，这是我县电排站大发展时期。为了解

决镇海水库灌区水量不足，1976至1977年兴建成花身蚕水库，补充调节水量，

适时灌溉农田。

水库移民安置工作：1968年设立开平县水库移民安置办公室，有专职工作

人员12人，专责移民建房、工地安排，以及协助移民发展生产。全县水库移民

共3392户，1 4667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移民已基本安置妥当。1 984年撤

销开平县水库移民安置办公室。1980年水利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工程管理，提高

经济效益上来，县管五大中型水库大力开展发电、养鱼、造林种果的多种经营，

并建立经济岗位责任制，使大部分工程管理单位实现经济自给。1988年止全县

建成自来水工程290宗，帮助33．75万人(占农村人口53．73％)解决食水的困

难。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建国39年来，开平县先后兴建了一批防洪排涝、灌

溉发电等水利工程，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水利体系，使本县基本消除了旱患，

洪涝灾害也比过去大为减轻，改变了过去水旱灾害频繁的开平旧貌。水利事业

的发展，对本县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到1988年止，全县水

利水电建设总投资12622．2l万元，其中省以上投资2923万元，地县投资

1234．2l万元，社队自筹和劳动积累8465万元。总投工1 1999万工日，完成土

方14533万立方米，石方198万立方米，混凝土172】99立方米。全县共建蓄水

工程460宗，其中大型2宗，中型3宗，小(一)型32宗，小(二)型77宗，

小(二)型以下塘库346宗，蓄水总库容52692万立方米，灌溉农田35．3043万

亩(其中有3．02万亩与电动提水和引灌重复灌溉)。引水工程168宗，总引水

流量5．53秒立方米，灌溉农田4．1万亩。电动提水工程539宗，装机容量

6399．7千瓦，灌溉面积11．8万亩。电动排水站211宗，装机容量】8457．5千瓦，

受益面积11．84万亩。建成江堤106条，总长285公里，其中砌石护坡的17公

里，捍卫耕地面积20．16万亩，捍卫人口24．05万人，其中捍卫耕地万亩以上

的堤围7条，总长93．2公里。小水电站37座，装机容量12324千瓦，年发电

量371 8．5万度。1963年开展农村电网建设，架设输电线路6665公里，全县16

个镇，289个管区，2858条自然村全部通电，73％农户用上电。现有水利没施

灌溉能力49．26万亩，占耕地面积88．8％，其中达到旱涝保收面积29．866万

亩，占53．8％。1988年全县稻谷总产5．59914亿斤，是1949年的3．2倍，缺

粮县变为余粮县。1988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4．095亿元，比1949年增长22

倍，农业人均年收入926元。

本县的水利水电虽然建成一批防洪、灌溉、排涝、发电等工程，但全县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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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水田3．17万亩，旱地6．97万亩无水利设施，尚有0．37万亩泛洪面积，6．6

万亩山洪冲刷面积，3．22万亩易涝面积未得到整治，因而，洪涝仍是今后水利

建设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其次是早坡地水利化，荒山、荒地利用，水利资源的

开发以及河道淤积等还有待解决。此外，在工程管理上，如何做到“深化改革，

转变职能，全面服务”，积极开展水、农、工、商、游的综合利用与当前形势要

求还有一定的距离。今后水利水电工作仍任重道远，可以预料，在中国共产党

的正确路线指引下，经过努力，开平县的水利水电事业，必将取得更加巨大的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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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733年一1988年)

1733年(清雍正十一年)

粤督鄂弥达委粮驿道陶正中来勘县属九冈坪荒地，劝地方开垦用来安置来

1735年(清雍正十三年)

广东水利布政司陶正中兴办九冈坪水利工程失败，在马冈蛇脊村去世。

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

秋8月1 2夜，飓风拔倒树木，祠庙屋宇倒塌，压毙人畜无数，文庙棂星门

倒，城垣池缺，不久便修复。

1884年(清光绪十年)

5月，本县大雨，洪水成灾，冲崩许多田园村庄，龙胜檗红受灾较严重，尖

涨及丈。

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

夏5月天早，本县筋竹开花结米。

1 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5月1 7日、9月17日两次大水，尖石大山下山洪暴发，全邑几乎成泽国，

数尺就淹没城墙，房屋倒塌，田禾浸没。楼冈前后围被冲毁，灾民流漓号

知县冯秉经四处察灾筹赈。省港慈善家组织救灾公所，运载银米药物到各

灾，并拨款助修围基，乡民亦筹款买米。

19】5年(民国4年)

7月29日左右，张桥大水洞水陂三次被洪水冲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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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大水灾，山洪暴发，县城城门浸至三尺。

9月1日飓风，树木吹断，房屋崩塌许多，经一日多时间才停止。

9月7日风雨交加，接连2天。这年晚稻失收。

1921年(民国lO年)

开平县署设立建设局，兼管水利。

1 926年(民国15年)

3月间，龙胜棠红苏族与张桥张族，为筑陂引起纠纷。

1 931年(民国20年)

8月14日，飓风袭击本县，风雨势甚猛，一昼夜方止。低洼地方尽成泽国，

三埠市内水浸二、三尺，交通为洪水所阻，时达3天。

9月21日晚上6时，三埠发生轻微地震，瓷器店叠置地上的瓦盆瓦缸被震

将坠，坐在屋内的人，感觉座位有震动，地震时间约二三十秒钟。

1 933年(民国22年)

4月8日，赤坎江南朱冲堡疏河筑桥两项工程同时开投。朱冲堡第一期疏河

工程，完竣后数月，又得华侨陆续汇回款项数千元，订于8月在五堡乡公所开

投二期工程，预计费用约2000--2500元之间。

9月6日，倾盆大雨，7日山洪暴发，潭江河水暴涨。地势低的村庄，水浸

4尺多，有的房屋只见瓦露出水面。据老人反映，自1920年(民国9年)大涝

水至今，此次为最大。潭江两岸乡村，塘鱼尽去，禾苗浸坏，学校停课。9日水

始退，低地受浸五、六天。

1 936年(民国25年)

9月上旬，本县连日阴雨，第四、五、六、七、八、九等6个区均遭淹浸，

刚插下禾苗，统遭浸害。县政府督令各公安分局查明情况指导补种禾苗。不料

水灾之后，数十天无雨，田禾枯萎，晚造严重失收。开平县政府发布告，号召

人民赶种冬耕，广种杂粮。并令开平县救济院召开各区乡长会议，商定实行平

粜，以解民困，即由救济院在救济基金项下提拨现款1万元，办理平粜事宜。

1940年(民国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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