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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机借盛世，在怀集县委，县政府的支持和县水电局的直接领导下，．《怀

集县水利志》编辑小组的同志们不辞辛劳，经过搜集，整理、核实资料，认

真撰写，反复修改，编纂出《怀集县水利志》，可喜可贺。 。．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随着城乡经济体

制改革的深入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利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日

见重要。因此，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不断开发与利用水利资源，搞好水

利建设，对于促进本地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开发和建设山区，改变山区的面

貌，具有重要的意义。怀集县地处山区，水力资源丰富，居全市之首，已查明

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达32．89万千瓦，可开发量为22．33万千瓦。但解放前，‘

丰富的水力资源却未能开发利用。解放后，在上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县

委，县政府率领全县人民，经过30多年的努力，克服各种困难，排除各种错

误干扰，水利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至1985年止，共兴建了水利水电工程

l 600多项，水电装机容量3．18万千瓦，但仅占可开发量的14．2％，开发潜力

还很大，今后还可以大力开发利用。

《怀集县水利志》把全县1 500多年来的水利建设历程，尤其是建国以来

水利建设的实践如实地记载下来，为人们研究怀集县水利事业的发展变化和

了解水利资源、水利建设的现状，为怀集县领导机关制订今后开发利用水利

资源和水利建设的规划，提供了历史和科学的依据，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

贵的财富。

《怀集县水利志》在内容上，对各个历史阶段怀集县水利建设的主要特

征、成就、重大事件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等作了扼要的叙述，在指导

思想上，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注意了时代性、科学性和资料性

的结合，在篇目结构上，既全面铺开，又分事别类，相互照应，自成系统，

在语言文字上，力求言简意赅，通俗易懂。

《怀集县水利志》凝聚着修志人员的大量心血。诚然，由于缺乏经验和

水平所限，差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广大读者，专家及修志同行鉴谅。

赵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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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 言

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志书的形式记载社会的发展和现状，可

为资治、教育、存史留下一份宝贵的财富。

建国前，怀集县仅有灌溉2万亩的临时性的蓄水引水工程。建国后，仅

36年时间，水利水电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根本上改善了工农业生产条

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怀集县水利志》如实地记载水利现状，辩证地

反映经验教训，为后人借鉴。

遵照上级水利部门的部署，怀集县水利电力局于1985年5月成立修志机

构并开展工作，在广泛收集，反复核实资料的基础上，于1988年5月编写出

约22万字的初稿。之后，几易其稿，编纂出主要内容有自然地理、水旱灾

害、水利建设，工程管理及大事记等13章约20万字的《怀集县水利志》。

怀集县第一次编纂水利志，由于历史资料残缺不全和修志人员水平有

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望水利工作者和各界人士批评指正o

‘

编者

198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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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

议》为准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

二、怀集县解放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间

共产党及其各级委员会均作简称，如：党的、党

三、时间上限为公元436年，下限至1985年，

需要追溯的事物不受断限制约，以详今略古为原

四，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官职、地名等

五、县疆域历来有变动，本志取事一般以19

水早灾害等涉及全县范围的按当时县域记述。

六、地面标高用“珠江基面"高程，假设高

特殊情况外，一律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七、正文(引文除外)用语体文。

八、正文共13章，以志为主，记，传，图，

展史体裁，按横排综述编纂。

九、资料来源于广西、广东的省(区)、地

案和个人的口碑。降雨和蒸发资料，除注明外，

列等值线图值。参考文献列于各章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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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风岗河⋯⋯⋯⋯⋯⋯⋯⋯⋯⋯⋯⋯⋯⋯⋯⋯⋯⋯⋯⋯⋯⋯⋯⋯⋯⋯(26_，

三，永固河⋯⋯⋯⋯⋯⋯⋯⋯⋯⋯⋯⋯⋯⋯⋯⋯⋯⋯⋯⋯⋯⋯⋯⋯⋯⋯(26)

第二节金装水⋯⋯⋯⋯⋯⋯⋯⋯⋯⋯⋯⋯⋯⋯⋯⋯⋯⋯⋯⋯⋯⋯⋯⋯．j．(27)

第三章水资源⋯⋯⋯⋯⋯⋯⋯⋯⋯⋯⋯⋯⋯⋯⋯⋯⋯⋯⋯⋯⋯⋯⋯⋯⋯⋯(28)

第一节地表水⋯⋯⋯⋯⋯⋯一⋯⋯⋯⋯⋯⋯⋯⋯⋯⋯⋯⋯⋯⋯⋯⋯⋯⋯(28)

一，径流⋯⋯⋯⋯⋯⋯⋯⋯⋯⋯⋯⋯⋯⋯⋯⋯⋯⋯⋯⋯⋯⋯⋯⋯⋯⋯⋯(28)

二，水质⋯⋯⋯⋯⋯⋯⋯⋯⋯⋯⋯⋯⋯⋯⋯⋯⋯⋯⋯⋯⋯⋯⋯⋯⋯⋯⋯(28)

三，特点⋯⋯⋯⋯⋯⋯⋯⋯⋯⋯⋯⋯⋯⋯⋯⋯⋯⋯⋯⋯⋯⋯⋯⋯⋯⋯⋯(31)

四、利用⋯⋯⋯⋯⋯⋯⋯⋯⋯⋯⋯⋯⋯⋯⋯⋯⋯⋯⋯⋯⋯⋯⋯⋯⋯⋯⋯(31)

( -·五，保护⋯⋯⋯⋯⋯⋯⋯⋯⋯⋯⋯⋯⋯⋯⋯⋯⋯⋯⋯⋯⋯⋯．．．⋯⋯⋯⋯(35>

i‘第二节地下水⋯⋯⋯⋯⋯⋯⋯⋯⋯⋯⋯⋯．．．⋯．．．⋯⋯⋯⋯⋯⋯⋯⋯⋯⋯(38)
． 、一、资源⋯⋯·：⋯⋯⋯⋯⋯⋯⋯⋯⋯⋯⋯⋯⋯⋯⋯一⋯⋯⋯⋯⋯⋯⋯⋯．．(38)

j- 二，．利用⋯⋯⋯⋯⋯⋯⋯⋯⋯⋯⋯⋯⋯⋯⋯⋯⋯⋯⋯⋯⋯⋯⋯⋯⋯⋯⋯(38)

、‘第三节水能⋯¨⋯⋯⋯⋯⋯⋯⋯．．．⋯⋯⋯⋯⋯⋯．⋯⋯⋯⋯⋯”⋯⋯⋯⋯(41)
f 一，资源分布⋯?⋯⋯⋯⋯⋯：·!⋯⋯”．．．⋯⋯⋯⋯⋯⋯⋯⋯⋯．．．⋯⋯⋯⋯(41)

r 二，开发利用⋯‘：‘?：⋯·?：··：··：⋯⋯··：⋯：⋯⋯⋯⋯⋯·?··：⋯⋯⋯··：⋯⋯⋯．(41)

第四章水旱灾害⋯．⋯⋯⋯，⋯⋯一⋯．．．⋯⋯⋯⋯⋯⋯⋯⋯．．．．‘．．．⋯⋯⋯⋯⋯!．(43)

，第一节水灾⋯⋯Ⅲ．．．⋯⋯⋯⋯⋯⋯⋯⋯⋯⋯⋯⋯⋯⋯．．⋯⋯．r⋯⋯⋯⋯(43)

，第二节旱灾⋯⋯⋯⋯⋯⋯⋯⋯⋯⋯⋯⋯⋯⋯⋯⋯⋯．O 0 of o：o．．m“．⋯⋯¨(47)

，第三节～水土流失⋯一”⋯⋯⋯⋯⋯⋯⋯⋯⋯．．．⋯⋯⋯⋯⋯⋯⋯⋯⋯⋯：。(49)

，第四节 其它灾害⋯⋯⋯⋯⋯⋯⋯⋯⋯⋯⋯⋯⋯⋯⋯⋯⋯⋯⋯⋯⋯⋯⋯(50)

，。’．一，风、雨，雷，+雹灾害⋯⋯⋯一⋯⋯一一⋯⋯⋯⋯⋯．．．⋯⋯⋯⋯⋯⋯⋯(50)
r ’二，地震灾害⋯⋯⋯⋯⋯⋯-⋯⋯⋯⋯⋯⋯⋯⋯⋯⋯⋯“⋯⋯一⋯⋯⋯⋯⋯(52)

第五章一一农田灌溉⋯⋯⋯⋯⋯⋯⋯⋯⋯⋯⋯⋯⋯⋯⋯⋯⋯⋯一⋯⋯⋯⋯⋯⋯(54)

i第一节蓄水工程⋯⋯m⋯⋯⋯⋯⋯⋯⋯⋯⋯⋯⋯⋯⋯⋯⋯⋯⋯⋯⋯⋯．⋯(54)
‘‘

一i 1概况⋯”⋯⋯⋯⋯⋯⋯⋯⋯⋯⋯⋯⋯⋯⋯⋯⋯⋯⋯⋯⋯⋯⋯⋯⋯⋯·(54)
f’ 二、中型水库简介．．⋯⋯⋯⋯⋯⋯⋯⋯⋯⋯⋯⋯⋯⋯⋯⋯⋯⋯⋯⋯⋯·．．，．(60)

j第二节引水工程⋯“⋯一·⋯⋯⋯⋯⋯⋯⋯⋯⋯．．．．．．⋯⋯⋯⋯⋯⋯⋯⋯⋯(65)

(：、一，‘概况·一⋯⋯⋯⋯⋯⋯⋯⋯⋯⋯⋯⋯⋯⋯⋯⋯⋯⋯⋯⋯⋯⋯⋯⋯⋯··(65)

j。‘j‘二、主要弓l水工程筒介⋯⋯⋯⋯⋯⋯⋯⋯⋯⋯⋯⋯⋯⋯·⋯⋯⋯⋯⋯⋯”(68)

7第三节‘提水工程_。一⋯·⋯⋯⋯⋯⋯⋯⋯⋯⋯⋯⋯⋯⋯⋯⋯⋯⋯⋯⋯⋯··(71)
< 一0‘概况一一⋯⋯⋯⋯⋯．--一⋯⋯⋯⋯⋯⋯⋯⋯⋯⋯⋯⋯⋯⋯⋯．．⋯⋯·(71)
( ：三j‘各类提水灌溉工程简介⋯⋯⋯⋯⋯⋯⋯⋯⋯⋯⋯⋯⋯⋯⋯⋯⋯⋯⋯(79)

’第四节⋯灌区工程⋯m一⋯⋯一⋯m⋯⋯⋯⋯⋯⋯⋯⋯⋯⋯⋯⋯⋯⋯⋯⋯(82)
i： 一、～概况⋯⋯⋯⋯⋯⋯⋯⋯⋯⋯⋯⋯⋯⋯⋯⋯⋯⋯⋯⋯．．．⋯⋯⋯⋯⋯⋯(82)

‘㈠三，’灌区工程简介⋯⋯⋯⋯⋯⋯⋯j⋯⋯⋯⋯⋯⋯⋯⋯⋯⋯⋯小··j”“⋯·<8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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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防洪治涝⋯⋯⋯⋯⋯⋯⋯⋯⋯⋯⋯⋯⋯⋯⋯⋯⋯⋯⋯⋯⋯⋯⋯⋯⋯<91)

第一节蓄洪工程⋯⋯⋯⋯⋯⋯⋯⋯⋯⋯⋯⋯⋯⋯⋯⋯．．．⋯⋯⋯⋯⋯⋯⋯(91)

第二节治河工程⋯⋯⋯⋯⋯⋯⋯⋯⋯⋯⋯⋯⋯⋯⋯⋯⋯⋯⋯⋯⋯⋯⋯⋯(92)

一、概况⋯⋯⋯⋯⋯⋯⋯⋯⋯⋯⋯⋯⋯⋯⋯⋯⋯⋯⋯⋯⋯⋯⋯⋯⋯⋯⋯(92)

二、主要治河工程简介⋯⋯⋯⋯⋯⋯⋯⋯⋯⋯⋯⋯⋯⋯⋯⋯⋯⋯⋯⋯⋯(94)

第三节排水工程⋯⋯⋯⋯⋯⋯⋯⋯⋯⋯⋯⋯⋯⋯⋯⋯⋯⋯⋯⋯⋯⋯⋯(103)

一，概况⋯⋯⋯⋯⋯⋯⋯⋯⋯⋯⋯⋯⋯⋯⋯⋯⋯⋯⋯⋯⋯⋯⋯⋯⋯⋯⋯(103)

三，排水工程简介⋯⋯⋯⋯⋯⋯⋯⋯⋯⋯⋯⋯⋯⋯⋯⋯⋯⋯⋯⋯⋯⋯⋯(104)

第七章水力发电⋯⋯⋯⋯⋯⋯⋯⋯⋯⋯⋯⋯⋯⋯⋯⋯⋯⋯⋯⋯⋯⋯⋯⋯⋯(107)

第一节发电工程⋯⋯⋯⋯⋯⋯⋯⋯⋯⋯⋯⋯⋯⋯．．．⋯⋯⋯⋯⋯⋯⋯⋯⋯(108)

一，概况⋯⋯⋯⋯⋯⋯⋯⋯⋯⋯⋯⋯⋯⋯⋯⋯⋯⋯⋯⋯⋯⋯⋯⋯⋯⋯⋯(108)

．二、水电站简介⋯⋯⋯⋯⋯⋯⋯⋯⋯⋯⋯⋯⋯⋯⋯⋯⋯⋯⋯⋯⋯⋯⋯⋯(109)

第二节输变电工程⋯⋯⋯⋯⋯⋯⋯⋯⋯⋯⋯⋯⋯⋯⋯⋯⋯⋯⋯⋯⋯⋯(116≥
一． 一，概况⋯⋯⋯⋯⋯⋯⋯⋯⋯⋯⋯⋯⋯⋯⋯⋯⋯⋯⋯⋯⋯⋯⋯⋯⋯⋯⋯，(116)

，． 二、输变电工程简介⋯⋯⋯⋯⋯⋯⋯⋯⋯⋯⋯⋯⋯⋯⋯⋯⋯⋯··j⋯⋯⋯(120)

第八章供水工程⋯⋯⋯⋯⋯⋯⋯⋯⋯⋯⋯⋯⋯⋯⋯．．．⋯⋯⋯⋯⋯⋯⋯⋯?·(123)

，‘第一节人畜供水⋯⋯⋯⋯⋯⋯⋯⋯⋯⋯⋯⋯⋯⋯⋯⋯⋯⋯⋯⋯一．．．⋯．(123)
j 一，概况⋯⋯⋯⋯⋯⋯⋯⋯⋯⋯⋯⋯⋯⋯⋯⋯⋯⋯⋯⋯⋯⋯⋯．．r，．．．⋯n(123)

j， 二，人畜供水工程简介⋯⋯一．．．⋯⋯⋯⋯⋯⋯⋯⋯⋯⋯⋯⋯⋯⋯⋯⋯⋯(123)

，第二节工业供水⋯⋯⋯⋯⋯⋯⋯⋯⋯⋯⋯⋯⋯⋯⋯⋯⋯⋯⋯⋯⋯⋯⋯，(125)

第九章水土保持⋯⋯⋯⋯⋯⋯⋯⋯⋯⋯⋯⋯⋯⋯⋯⋯⋯⋯⋯⋯⋯⋯⋯⋯⋯(127)

第一节水土流失⋯⋯⋯⋯．．．⋯⋯⋯⋯．．．⋯⋯⋯⋯⋯⋯⋯⋯⋯⋯⋯⋯⋯⋯(127)

第二节治理措施⋯⋯⋯⋯⋯⋯⋯⋯⋯⋯⋯⋯⋯⋯⋯⋯⋯⋯⋯⋯⋯⋯⋯⋯(129)

第十章工程管理⋯⋯⋯⋯⋯⋯⋯⋯⋯⋯⋯⋯⋯⋯⋯⋯⋯⋯⋯⋯⋯⋯⋯⋯⋯(132)

’第一节水利管理⋯⋯⋯⋯⋯．．．⋯⋯⋯⋯⋯⋯⋯⋯⋯⋯⋯⋯⋯⋯⋯⋯⋯(132)

一，行政管理⋯⋯⋯⋯⋯⋯⋯⋯⋯⋯⋯⋯⋯⋯⋯⋯⋯⋯⋯⋯⋯⋯⋯⋯⋯(132)
17

二、安全管理⋯⋯⋯⋯⋯⋯⋯⋯⋯⋯⋯⋯⋯⋯⋯⋯⋯⋯⋯⋯⋯⋯⋯⋯⋯(133)
。 三、用水管理⋯⋯⋯⋯⋯⋯⋯⋯⋯⋯⋯⋯⋯⋯⋯⋯．．．⋯⋯⋯⋯⋯⋯⋯⋯(134)

四，。经营管理⋯⋯⋯⋯⋯⋯⋯⋯⋯⋯⋯⋯⋯·1 0．D OI⋯⋯⋯“j-：_⋯⋯⋯⋯!．(134)

·五，水利管理简介⋯⋯⋯⋯⋯⋯⋯⋯．．．⋯⋯⋯⋯．．．⋯⋯⋯⋯⋯⋯⋯⋯．．．‘(137)

‘、．第二节水电管理⋯⋯⋯⋯⋯⋯⋯⋯⋯⋯⋯．．．⋯⋯⋯⋯⋯⋯⋯．．．”⋯⋯⋯·(141)
、 一，行政管理⋯⋯⋯⋯⋯⋯⋯⋯⋯⋯⋯⋯⋯．．．⋯⋯⋯⋯⋯⋯⋯⋯⋯⋯⋯(141)

二，供电管理⋯⋯⋯⋯⋯⋯⋯⋯⋯⋯⋯⋯⋯⋯⋯⋯⋯⋯⋯⋯⋯⋯⋯⋯⋯(142)
。‘ 三、安全管理⋯⋯⋯⋯⋯⋯⋯⋯⋯”⋯⋯⋯⋯⋯⋯⋯⋯⋯⋯⋯⋯⋯⋯⋯·(143)
‘

四、电费管理⋯⋯⋯⋯⋯⋯⋯⋯⋯⋯⋯⋯⋯⋯⋯⋯⋯⋯⋯⋯⋯⋯⋯⋯⋯(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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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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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怀集县位于广东省西北部，绥江上游(北纬23。28707一～240 23731一、

东经IIIo 517 09”---'1120 307 08∥)。县境南北长102．43公里，．东西宽68．34

公里，总面积3 573平方公里，其中山地约占64％，丘陵占24％，河谷平原

和盆地占12％，是个八分山地一分田、半分河流半分村的山区县。怀集县地

处五岭余脉，群山怀抱，自西北向东南倾斜。1 000米以上山峰有60座，最

高的是与阳山交界的大稠顶，海拔高度为1 626米，境内的望军山海拔高度

为1 611米。县城怀城镇，距广J,i{市138公里，东接阳山，广宁，南邻德庆，

西靠封开及广西贺县，北与连Ll|，连南相邻。水陆交通方便，东至阳山，南

至罗定、肇庆、广州，西至广西梧州，北至连山和广西八步均有客车直达，

水运可直通西江、北江和珠江。

怀集县始建于南朝(宋)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隶属广州绥建

郡。元朝至元十五年(1278年)划归湖广中书行省的贺州。明、清属梧州府，

至民国23年(1934年)隶属广西省平乐专区。1949年10月1日建立中华人民

共和国，同年11月24 El怀集县解放。建国后，于1951年5月14日划归广

东省，隶属西江专区。1958年11月i0日，与开建县合并称怀建县，隶属高要

专区。1961年4月中旬分县，恢复原怀集县，隶属肇庆专(地)区。1985

年，全县划分23个区(镇、场)，304个乡、1 429条村，有11．68万户，64．85

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5．43万，人口密度182人／平方公里。耕地43．47万亩，

农业人口人均0．73亩，其中水田36．18万亩。林业用地389万亩，农业入口人

均6．7亩，森林覆盖率36．2％。

怀集县是广东省著名的山区林业县，森林和水力资源丰富。水力资源理

论蕴藏量为32．89万千瓦，可开发量为22．33万千瓦，居全省前列。建国前，

工农业生产落后，丰富的资源随着历史的长河流逝。建国后，积极开发林

业．．水力、矿产、土地等各种资源，工农业生产在短短的30多年中，有了较

大的发展，主要农副产品有粮，油、豆，蔗，烟、木材、松脂等，主要工业

产品有氮肥、水泥，铁矿、砂糖，松香和电力工业等，还有多罗茶、坳仔厘

竹，金丝燕窝酒，合成樟脑，星湖牌蓄电池，登云牌汽车进排气门等远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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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的土特产和优质工业产品。1985年，农业总产值17 479万元，是1949年

的5．57倍，工业总产值9 003万元，是1949年的9．6倍。

全县河流密布，除西南部金装水入贺江外，其余均自西北向东南流入绥

江。集雨面积4 138平方公里，其中过境客水565平方公里。原称“一江八河

二十一水’’的河流，重新划分为13条10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并把绥江主流

从原马宁水的梁村河，改为中洲河。按地形又可分为五大河流， (1)中部

的绥江(一级支流)主流，有上帅、太平、柑洞8条二级支流。绥江发源于

连山县擒鸦岭，经中洲、连麦、附城、怀城镇、幸福：坳仔等区(镇)i流入

广宁县境，怀、广县界以上集雨面积3 440平方公里，其中过境558平方公

里。绥江主流是全县水资源较丰富的河流，又是洪水直接威胁县城的主要河

流； (2)东部的凤岗河(二级支流)，有茶岩，桃花2条三级支流。凤岗

河发源于连南县的分水坳，主流经洽水、凤岗、甘洒、坳仔等区至上角入绥

江主流，集雨面积1 222平方公里，其中过境125平方公里，占全县集雨面积

的29．5乡6。流域内是全县著名的林产区，水力资源居全县首位，理论蕴藏量

22．5万千瓦，占全县的68．4％，又是怀集县的重(洪)灾区， (8)、南部的

永固河(二级支流)，发源于县内的天厌顶，主流经诗洞、永固等区直接入

广宁县境的绥江主流。怀、厂。县界以上集雨面积484平方公里，流域内水土

流失较严重，生产较落后， (4)西南部的金装水，属贺江二级支流。金装

水发源于县内的大帽顶，主流经永固的苍岭村和桥头区，流入封开县境的贺

江主流。怀，封县界以上集雨面积189平方公里。流域内土山环绕，中间的

石灰岩地区是全县最旱的地区； (5)西部的马宁水(--级支流)，有冷

坑、大岗、闸岗3条三级支流，发源于西北部县界的老黄顶，主流经蓝钟、

马宁、岗坪，梁村、大岗、幸福等区至怀高村入绥江主流。集雨面积928平

方公里。流域内的平原粮产区，耕地占全县的43％。

怀集县地处南岭以南、北回归线以北，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怀城站多年

平均气温为20．8℃，年总日照1 850．84,时，年太阳总辐射量47．4万焦耳／

平方厘米，年无霜期310天。全县水资源丰富，多年平均(加权平均计)的

年降雨量1 820毫米，．年径流深1 136毫米，年地表径流40．59亿立方米；另过

境客水7．96亿立方米，人均拥水量7 487立方米。由于地理位置关系，常受锋

面低槽及台风的影响，使县内具有降雨“时空’’分布不均的特点，北部比南

部多53．2％，5～6月的降雨量占全年的36．3％，最大比最小年多2倍，故

县内常出现灾害性气候，水旱灾害频繁。据史料记载，自1517～1949年止，。

有记载的水旱灾害共93次，《怀集县志》(八卷，民国5年版)“县事志”

载： “清光绪十一年0885年)夏五月大水为灾，平地(指县城)水深二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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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奇，’冲塌房屋万余间，溺死男妇六十名，受灾贫民三万余丁⋯⋯’’(查测

这次水灾，怀集水位站水位59米，县城及附近农村地面高程多在49,-,．-54米)。

民国35年(1946年)春旱，全县失收耕地28．7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57％，挨

饿的人数10．9万人，占。队数的37．2％。建国后，受灾耕地在5万亩以上的
水灾有12次，最大的是1955年的一次水灾，受灾耕地13．14万亩，占总耕地面

积的25．4％，受灾耕地10万亩以上的旱灾有14次，最严重的是1955春旱，受

灾耕地24．96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48．2％。据统计，平均一年多就出现一

次较大的水旱灾害，但每次灾害经全县人民抗灾救灾之后，损失均降至最小

程度。

建国前，历届政府都没有兴建水利水电工程，全县没有一项电力工

程、永久性工程、小(二)型以上工程和机电排灌工程，也没有资金、器材

支持兴修水利。据县志及民国时期的资料记载，明末时的人口约0．9万，农

民为求生存，自发兴修临时性的水塘、草木陂、水筒车等灌溉工程，但每年

都被洪水冲毁，年年都要维修或重建，_至1759年止，共建水陂31座、水塘3

座，至1949年建国前止，耕地面积增加到51．57万亩，人口32．73万，共建水

陂141座，水塘300座，水车725乘，可灌耕地1．97万亩，抗旱能力20天以下，

近50万亩耕地得靠自然水灌溉。县政府于1931年和1934年曾试图在县城北郊

的龙头湾建火电厂和抽水站，都没有成功。1947年在兴贤村后山建山塘，也

没有成功。
。 ·

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大办水利，发展

工农业生产。抓住旱、洪这个水利工作的主要矛盾，分期分批有重点地发展

水利建设，先确保农业发展的水利建设，后发展水利水电建设，先侧重于平

原区的旱洪灾害，后山区的水力资源开发，先侧重于建设，后转向管理为中

心，先从单一的水利为农业服务，后转向为全社会服务。县每年掀起1～3

个月，人数8--r．15万人的水利高潮，投放几十万元至一二百万元的资金，积

极从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等帮助农民开发水力资源，兴利除害o 1980年

前，：水利建设多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支援的劳力往往不能互相抵消而出现刮

共产风现象。

一、 各时期的水利工作也有侧重。1957年前，贯彻以“小型为主、蓄水为

主，社办为主’’的方针；大力兴修小(二)型以下的蓄引水工程，同时改

造，扩建一批建国前的临时性蓄引水工程。天湖和老鸦小(一)型水库、马

宁水和古城水万亩以上弓I水建成运用，使全县的旱灾得到缓和，怀集县第一

座(河南大陂)水电站于1957年11月1日投产，夜明珠第一次在怀集农村发

出灿烂光芒。．从此，源源流水，化为电流，．服务于人民。在水利建设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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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不足，就用竹代替钢筋，用石灰三合土和水泥石灰四合土代替混凝土做塘

库涵洞，溢洪道和水陂，这类工程迄今大部分尚存。1957年前，全县水利建

设共投放资金445万元、劳力296万工日，完成二匕石方422万立方米。

1958一'1963年，在继续执行“三主”方针的基础上，逐步兴修小(一)

型以上水库，先后建成了三坑中型水库和4座小(二)型水库。同时小水电

和机电灌溉工程以星火燎原之势，遍布全县。1960"-'1962年受到自然灾害

的影响，尽管当时资金器材不足，还采用木制的水轮机和压力水管建水电

站，并把已上马的水利水电工程逐步配套完善。1963年三坑水电站首次向县

城供电之后，逐步形成独立的县电网。1958～1963年，全县水利建设共投放

资金1 296万元、劳力635万工日，完成二t石方72万立方米。

1964～1968年，引进国内水轮泵技术，结合梯级水电站开发，兴建水电

站。100千瓦以上水电站和蕉坪、泽联两座1 000千瓦以上水电站相继兴建，

初步形成江河的梯级开发体系。1967年初，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各工

地曾一度出现混乱，但广大农民坚持搞生产，把已上马的工程积极配套完

成。1964---,1968年，全县水利建设共投放资金677万元、劳力828万工日，完

成土石方624万立方米。

1969"1979年是兴建水利规模最大、项目最多的十年，各年度在有计

划、有重点地分别继续大力发展水轮泵站、机电排灌站和100千瓦以上水电

站的同时，积极兴建小(一)型以上水库，治理河道、整治渠系、开山造田、

围洲造田等，全县最大的水下水电站、最大的下竹中型水库、湖溜中型水库

和5座小(一)型水库、冷坑等11宗改河，还有轰动全县的西区水利大会战

等较大的工程项目先后在这时期动工兴建。在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运动中，

有些项目由于匆忙上马，考虑欠周，有80％的围洲造田、开山造田及丰叙改

河是欠妥的，违肯了经济和自然规律，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0这时期，共投

放资金2 880万元、劳力6 589万工日，完成土石方7 837万立方米。

1980"-'1985年，水利工作转上以工程管理为中心的轨道。水利建设贯彻

“加强经营管理，讲究经济效益"的方针，在继续发展小水电的同时，重点

抓好下竹中型水库和水下水电站等中小型工程的续建、配套、扩建和维修，

整治陈IEI输电网络，开展综合经营等工作，使30多年来兴建的工程全部发挥

设计效益，安全运行。同对，水轮泵站改革为水电站。在管好工程的基础

上，实行承包管理责任制，发展综合经营。1985年，全县工程单位综合经营

总收入为95．06万元，比1979年增加3倍，使小(二)型以上工程开始达到

自给，既保证了工程正常运行，又增加了职工收入，稳定了水利队伍。这时

期，共投放资金1 251万元，劳力572万工日，完成土石方199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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