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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我国优良传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各地、

各行各业掀起修志热潮，江河志、水利志、工程志应运而生。 《东江一深

圳供水工程志》，按照新志书的要求，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工程兴建和管理

的史实，体现了存史、资治、教化的宗旨。

东深工程的规划是优良的。1963年粤港大旱，香港自给水大减，严重

影响居民生活和经济发展。祖国对香港同胞食用水的困难非常关心。当年，

广东省即支持香港到珠江口和广州取运淡水补给应急，并决定兴建从东江

跨流域调水供给香港的工程。经过对三个方案的认真比较，选取了利用石

马河建梯级，将东江水倒提到雁田水库，然后越岭流入深圳水库再输入香港

的方案o．1963年底，当周恩来总理出国经广州时，我受托作了详细汇报。

周总理认真听取了汇报及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意见后，当即表示

同意和批准该方案，并指示国家计委负责同志从援外经费中拨出专款实施，

有关省、市和部门大力支援。随即进行紧张设计口1964年2月工程开工，

4月由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和香港当局双方代表签订供水协议o 1965年春开

始供水时，香港工务司专家参观后，称赞说： “这个工程是第一流头脑设

计出来的。"此后的一期、二期、三期扩建工程，‘均在初期工程基础上进

行改进、提高、发展。实践证明，工程规划方案和布局是优良的。

各期工程建设各有特点、创新。初期工程采取现场设计和施工密切配

合，由广州动员知识青年和东莞、宝安、惠阳动员农民，沿线全面铺开；

有关各方发扬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全国14个省、市及广东省近百家工厂

赶制各种机电设备，调给物资；交通部门及时运输。经过紧张的施工，战

胜多次台风暴雨等各种困难，只用1年时间便竣工了，1965年3月1日正

式供水香港。当举行工程落成庆祝大会时，港九工会联合会和香港中华总

商会赠送两面锦旗，上书： “饮水思源，心怀祖国”，“江水倒流，高山低

首，恩波远泽，万众倾心!’’香港鸿图影业公司及时拍摄《东江之水越山



来》大型彩色记录片放映，更是轰动香港。1975年一期扩建工程，采取对

原有工程进行技术改进、革新挖潜，适当增加供水设备，在不停供水、且

不断扩大供水的条件下进行，以4年多时问，就将原对港年供水能力由6820

万立方米提高到16800万立方米。1980年二期扩建工程，仍是在继续供水、

逐年增加供水和不影响沿线农田灌溉的条件下进行的，增加抽水机容量比

原有容量近乎翻两番，同时在丹竹兴和深圳水库坝后结合输水增设两座水

电站，用7年时间完工，对港年供水量可增大到6．2亿立方米。1990年三

期扩建工程又付诸实施，。对香港和深圳及沿线用水的年总供水量由8．63亿

立方米，将增至17．43亿立方米，沿线河道、渠道及各抽水机、输变电线路

有更大的改进、增大，嚣大特点是在沙岭打5．7公里长的隧道输水到

深圳水库，缩短了输水河、渠，减少了上埔、雁田两级提水，提水扬程由

46米降为3l米。．工程也是在继续不减少年供水的困难条件下进行的，预计

1994年完工。各期工程建设都有许多技术难题，工程技术人员发挥聪明才

智，在挖潜克难创新中进行。 7，．

工程管理运行是先进的。工程管理局员22900多人，分布在各工程点线

上，管理83公里长的输水河、渠、管道及8级(9座)抽水站，4座大型

闸坝、2座中型水库、，2座小型水电站；对香港、深圳城市、工业供水，

对东莞沿途农田排灌、乡镇供水。．运行25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在深化

改革、扩大开放中，运用科学技术和经济、法制，坚持走投入少、产出多、

管理好、效益高、安全文明生产的内涵路子，创造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1990年，全局产值高达4．78亿元，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

先进企业，同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二级企业。
’

工程的社会效益极为显著。水资源是人类生活和生产不可缺少的重要

资源，它制约或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从东深供水主要对象香港的发展，

可明显地看出来。香港地区包括九龙半岛及大小岛屿230个，总面积1031．4

平方公里。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用水问题日益紧迫、增长，东深工程

供水后，解决了食用水供给的问题，促进了香港的繁荣发展。据香港公布

的“香港地区历年耗水量，入．口、经济发展情况表”：1964年全港总食用

水量为11967万立方米，当年自给水不足1亿立方米，深圳水库供水22702)-

立方米，总人口359万人，生产总值114亿港元；’。1979年食用水4670】万立

方米，东深供水16800万立方米，自给水3亿立方米，总人口增至493万人，

生产总值1070亿港元；1989年食用水：却5 571万立r方米，．其中东深供水61 191



万立方米，$71．5％，总人口576万人，生产总值4916亿港元。香港对自给

水是作了很大努力的，由1964年1亿立方米左右增至1979年3亿立方米左

右，但由于全境没有足够的河流、湖泊及兴建水库，自给水无法再增长了；

兴办海水淡化工厂，由于成本过高难以为继而将工厂拆除出售了。东深供

给充足、廉价、优质的食用水资源，对香港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起了极大

作用。东深工程三期扩建完成后，年对港供水量可增至1l亿立方米，占年

食用水的比重将在80％以上。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进入2l世纪新的发展

阶段，供水事业将会进一步发展。深圳市经济特区的崛起，与东深供水息

息相关，今后的腾飞，东深供水工程将发挥其更大作用。

东深供水工程创建初期，我任广东省水利电力厅厅长，直接主持工程

的开创，往事历历；1975年我离开省水电厅，仍常关注工程的发展，深感

后浪越前波。 《东江一深圳供水工程志》编纂同志在省水电厅领导下，经

多年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编纂新志书的任务，对工程的规划、设计、施

工、管理运行和工程效益的得失，秉笔直书，详实记述。当志书付梓之际，

特遵嘱作序。



凡 例

一、本志取事时间上起1959年，下至1987年底， “概述”及正文中部

分内容于必要时适当上溯或下延，但只作简要叙述。“大事记"下延至1990

年。

二、本志以类系事，以事立章。全志共分4章19节，除“概述”以纵

横两方面统领全志外，其他则以章设节，节下有日，目下有子目，逐层统

属(附录按原文层次不变)。记述中以事系人，不设“人物”专章。 、

三、本志资料来源：中共广东省委档案馆、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广东

省中山图书馆、南方日报社、广东省水利电力厅、深圳市人民政府外事办、

深圳市水电局、惠州市水电局、中共东莞市委组织部，东莞市水电局、潼

湖排灌站、东深旗岭灌区管理所，以及桥头、常平、横沥、黄江、樟木头．．

谢岗、清溪、塘厦、凤岗、平湖、布吉等镇，’东深二期扩建工程指挥部、

东深管理局档案室和有关科室、处站等。

四、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地面高程采用珠江基面；计量单位按1984年

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执行；土地面积兼用市制。

五、各个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政府及地域名称均沿用旧名，必须处

另注今名；本志中第一次出现“中国共产党×××委员会”时用全称，其

后，则简称“中共×X×委"；第一次出现“广东省水利电力厅，，时用全

称，其后简称“省水电厅”；第一次出现“广东省衣江一深圳供水工程管

理局力时用全称，其后简称“东深管理局’’；第一次出现謦广东省东江一

深圳供水灌溉工程，，时用全称，其后简称“东深供水工程”。

六、本志中的数字表达，按照1987年2月起试行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等7个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试行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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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副主席、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
(前左)视察东深工程
(196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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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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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
(前中)视察东深工程深圳
水库(1980年4月27日)

。 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前
中)视察深圳水库(1960年
1月)



·广东省副
省长曾生(右
一)视察东深
工程(1964年
11月29日)



▲庆祝东深供水初期工程落成大会会场(1965年2月27日)

v广东省副省长林李明为东深供水初

期工程落成剪彩(1965年2月27日)



▲ 1960年11月15日，广东省宝安县人民委员会代表曹若茗(右)与

香港当局代表巴悌(左)在深圳签署深圳水库向香港供水的协议

v 1964年4月22日，广东省水利电力厅厅长刘兆伦(右)与香港副工务

司兼水务局局长莫觐(左)在广州签署东深供水工程给香港供水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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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2月21日。广东省
人民政府代表关宗枝与香港政
府代表郭伟阶在香港签订“关
于从东江取水供给香港的协议*

V 1980年5月14曰，广东水利
电力厅厅长魏麟基(右)与香港
工务司麦德霖(左)在广州签署
从东江取水供给香港、九龙的补
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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