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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丰县水利志

永丰县水利电力局
水利志编纂委员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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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电力局机关大院

i副省长等视察永丰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88年】O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授予水丰县水利系统综台经营先进单位

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评选永丰县为I 990至1991年度全国水利建设先进县



}水库大坝全景

商水库大坝全景



渠大坝

#县火电厂



序(一)

吴凤昌

永丰县水利水电工作在全区是一面旗帜，在全省全国也是一面旗

帜。中共永丰县委和政府对水利水电建设极为重视，全县广大干部群众

和水利战线上的职工，对水利水电事业非常热爱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踊现了许多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古往今来多少事，万事留给后代看。这

些成就、这些事迹，用修志的形式记录下来，以供后人借鉴，激励鼓舞人

们的斗志，这是很有意义的。

一九九二年元月于吉安行署



序(二)

吴 敏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治水是历代安

邦治国的重大课题，也是我们当今和将来都要认真抓好的一件大事。电

力是重要的能源，是国民经济建设的先行官。

《永丰县水利志》告诉我们，大自然赐予永丰县极为丰富的水利资

源：雨量充沛，河道纵横，激流飞泻，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但是由于时空

的分布不均和地域的限制，春、夏洪涝，秋、冬干旱。这就告诉我们不能

由此而坐享清福，要通过坚韧不拨的努力，付出巨大的代价去开发利

用，扬长避短，才能兴利除害，为人类造福。

自古以来，勤劳的永丰人民，为开发利用水资源，减少自然灾害，经

过多少代人的努力，但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他们很多美好的愿望，总

是难以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县人民和水利战线上的广大职工，在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上级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随着国民

经济建设的发展，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跋山涉水，披星戴月，不

畏艰难，向大自然开战。经过四十个春秋的艰苦奋斗，修建了大批水利

水电工程，取得治水办电的重大胜利，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

人民生活的改善。深山出明珠，大坝锁蛟龙。倾注了多少干部、工程技术

人员和人民群众的心血，有的还青山埋忠骨，绿水记英名，永远值得我

们怀念，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为了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促进农业的稳

定增长，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仍需发扬“愚公

移山"的精神，继续大力开发水资源。今后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很艰巨。

我们要树立坚定的信心，认真总结治水办电的历史经验，在党的十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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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夺

取水利电力建设的新胜利。更好地为振兴永丰经济和两个文明建设服

务。

一九九二年四月一日



序(三)

陈作虎

《永丰县水利志》，是永丰县水利史上第一部专业志书。它广泛收集

了大量的水利历史资料和科学数据，记述了全县水利电力事业发展的

全貌。为全面了解永丰水利水电建设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了历史资料。

对振兴经济起到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的作用。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电力是工业的先行。建国前，由于历史的种种

原因，水利建设发展缓慢，工程简陋，抗御水旱灾害的能力低下，往往是

“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农业广种薄收，人民生活十分笋困。

新中国成立后，全县人民和水利战线上的广大干部职工，在中国共

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广泛、深入、持久地

兴修水利。经过四十年的努力，修建了大批蓄、引、提、防相结合的水利

水电工程，对发展工农业生产，繁荣永丰的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发

挥了重大作用。

“饮水思源”，当人们在田间放水耕耘，在晶亮的电灯下工作、读书、

休息、看电视，一定会歌颂党的英明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一定

会赞扬永丰人民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一定不会忘记为永丰水利水电

建设事业忘我劳动，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的干部和群众。他们的业绩已

载入史册，流芳千古。
’

·．

一九九二年五月



凡 例

一、《永丰县水利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

央《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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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史实性的

统一。 ．

二、本书为水利水电专业志。志书记事，统贯古今，立足当代，系统

地反映永丰县水利水电的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采用多章并列形式，设章、节、目三个层次，坚持横排竖写，

纵横结合，志、记、图、表、录综合运用，图表穿插于有关章节，文体用语

体文记述，述而不作，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

末体相结合。

四、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沿用当时称谓记述，在括

号中注明公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律以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前简称建国前，建立后简称建国后。

五、志中对历史时期的政权和官衔等，均按当时的称呼，不加政治

性定语。

六、志内文字采用1986年国务院颁发的《简化字总表》为依据。

七、计量单位，建国前用原名称，不作换算，建国后采用法定单位为

准。

八、文字中的数据，民国前采用汉字书写，不作改变；民国后一律用

阿拉伯字书写。 ．

九、志中地面高程，采用黄海基面以上高程，或假设地面高程，均在

括号内注明。

十、志中人物，原则上生不立传，对有贡献的人物，采取以事系人的

办法，分别记入有关章节。



十一、时间断限，上限追溯到有资料可考的1 060年，下限断至1989

年。

十二、志中资料大部分来自县档案馆，县水电局资料室，地区水利

志编辑室的档案资料，江西省图书馆，亦有少数核实的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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