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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勤劳、勇敢的南

靖人民，在人类近代文明发展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兴

水利、除水害的历史篇章。解放后，南靖人民在历届县

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大力开展群众性的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积极进行防汛、抗旱减灾工作，使南靖县水利基础设

施初具现代化规模，抗御水旱灾害的能力显著提高，农业

基本实现稳产高产。在电力事业发展史上，从无到有，从
小火电发展到如今具有水电装机5万多千瓦及相应输变电

设施规模的全国农村初级电气化试点县。为服务南靖县经

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准确记述南靖县水

利电力事业发展的历史事实，及时编修<南靖县水利电力

志>是水利电力部门的一项光荣的历史任务。在县委、县

政府的重视和编写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南靖县水利电力

志>自1986年开始编写以来，经过多年的努力。数易其

稿，现在终于公开出版发行，这是水利电力部门一件具有

深远意义的大事，它对于促进和加强南靖县的经济工作。

推动南靖经济的向前发展，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南靖县水利电力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以历史档案和多年积

累、收集的资料为基础，全面、客观、翔实地记述南靖县

≮



水利电力发展历史，充分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南靖

县水利电力事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体现了南靖县历

届县委、县政府领导全县人民战天斗地、改造山河的雄伟

气魄，以及广大水利电力系统历任领导、职工艰苦奋斗、

顽强拼搏的精神，他们为了南靖水利电力事业的发展呕心

沥血、顶风冒雨、不畏艰险，足迹踏遍南靖的山山水水，

血汗洒在每一个水利电力工程建设工地上，把青春和年华

奉献给南靖的水利电力事业，为南靖人民创造辉煌的业

绩，谱写了历史的新篇章。这对于全县人民无疑是极大的

鼓舞，对于认识南靖、了解南靖的水利电力情况，研究、

借鉴南靖县水利电力发展历史，弘扬创业精神，振兴南靖

县水利电力事业，也无疑是一部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

《南靖县水利电力志>的出版发行，将有益当代，惠及后

世。

值此<南靖县水利电力志>公开出版发行之际，我谨

代表南靖县水利电力局向关心和支持南靖水利电力事业和

编写、出版<南靖县水利电力志>工作的有关领导和工作

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深切的敬意。

由于资料缺乏，此书尚存在不少缺漏之处，敬请各方

人士多加指教。 t

南靖县水利电力局局长吴长南

1998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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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为南靖县水利电力部门志。为全面客观反映水利电力

发展进程，全志分水域、水文、水资源、水利建设、水利管理、河

道治理、防汛抗旱、火力发电、水能开发、水电站建设、供电与用

电、农村电气化、水资源管理、电力管理、人事管理、人物、机构

设置等17章和附录。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j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原

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三、本志统合古今，详今略古，上限力求追溯到事物发端，下

限断于1996年底。

四、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业志、附录等部分组成。辅以表

格、照片。概述综述水利电力发展概况，大事记记述全县水利电力

发展脉络，专业志按照科学分类的原则分为17章，以章、节横排

门类，纵写史实。附录收录重要文献资料。

五、本志采

年体兼记事本末

录则按原件体裁

六、本志历

朝代年号用汉字

括注公元纪年，



法：阴历采用汉字，阳历采用阿拉伯字。

．七、数字书写按1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公布

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入志的统计数据，大部

分以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为准，一部分采用本单位提供的数

据。所用产值，除括注外，均为当年价。

八、历史上典章制度、地理名称、政府、官职等，均按当时当

地习惯称呼。

九、本志货币单位表示法：历史上的货币单位均按当时习惯使

用的货币单位记述。1949年9月至1953年流通的万元为单位的旧

版人民币。一律换算为以元为单位的新版人民币。

十、本志计量单位表示法：民国时期及其以前的计量单位从历

史习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采用公制。

十一、本志资料来自档案材料、旧志、有关报刊、专著以及有

关人士口述资料。经考证鉴别后入志，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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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南靖县位于福建省南部，九龙江西溪上游，漳州市西北部，

地跨东经117‘0712。一117‘36736"、北纬24‘26’2矿～24‘59758。之

间。东邻华安县，西接永定县，北与龙岩市、漳平市接壤，南界

平和县。东南与芗城区、龙海市毗邻。东西宽60公里，南北长

80公里。全境土地总面积1961．58平方公里，折合294．24万

亩，其中山地面积213．18万亩，占全境土地总面积的72％。

1996年。全县行政区划分为8个镇、2个乡、1个省属国营华侨

农场，下辖176个村委会、8个作业区、11个居民委员会，1915

个村民(作业)小组，总户数81225户，其中农业户72423户，

总人口335902人，工农业总产值435709．7万元(按1990年不

变价格计算。下同)，其中工业总产值338797．7万元。占工农业

总产值的77．76％；农业总产值96912万元，占22．24％，粮食

总产142798吨。财政收入13003万元。

南靖县地处亚热带，多年平均年降雨量1774毫米、年蒸发

量1326．4毫米。境内山脉蜿蜒起伏，溪涧纵横，有船场溪、龙

山溪、永丰溪3大水系，大小河流共72条，总长1066公里。河

阿密度0．54公里／平方公里，流域面积1847．9平方公里。集雨

面积3419平方公里。地表水资源丰富，1984年调查，年平均迳

流总量21．60亿立方米，包括客水为37．85亿立方米，人均占有

量7377立方米，是全国人均2700立方米的2．73倍，是全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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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4640立方米的1．59倍。全县流域面积4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

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19．2万千瓦。可开发装机容量10．2万千

瓦。

南靖历史上水旱灾害频繁。曾兴修过不少陂、圳、渠、堤。

但规模都不大，解放前夕，全县灌溉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三分之

一，其他耕地都是靠天降雨的望天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后。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防灾减灾入手。山区、丘陵地

区以小型灭旱、平原地区以解决洪涝为主，有计划、有步骤，因

地制宜兴修了一大批农田水利设施，截至1996年止，全县各类

水利工程共有9517多处，有效灌溉面积29．580万亩，旱涝保收

面积21．430万亩，其中小(二)型以上水库30座，库容

1．7138亿立方米(包括南一水库)，灌溉面积3．572万亩；千亩

以上引水工程28处。灌溉面积5．415万亩；机电排涝站14处。

装机46台，容量6081千瓦，排涝面积4．26万多亩；电灌站76

处，装机81台。容量1141千瓦，灌溉面积I．76万亩；防洪堤

37条。总长83．25公里，受益耕地面积7．54万亩，受益人口

10．35万多人。

南靖县水利工程管理实行以受益区代表会管理形式．积极做

好工程建设与管理的有机结合，完善水利建设投资投劳办法，各

重点工程以巩固、配套、适当发展的原则。逐步建立起水利工程

自我维修、自我完善的运行管理机制。在劳动用工方面，县政府

出台了农村劳动积累用工制度，农村劳力每人每年投入水利建设

15--20个工日。并实行建卡立簿的管理办法。在资金投入方面。

采取多层次、多渠道的集资办法。

在开展农田水利建设中，积极推广运用新技术，努力提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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