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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六年的努力， 《廉江县水利志》已编纂成书，出版面世了。

廉江地处雷州半岛北部，水利资源丰富。建国前，只建了一些小型塘，

陂工程，灌溉面积不到全县总耕地的2．5％。建国后，中共廉江县委，县人

民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兴建了鹤地、长青、武陵、江头4宗大中型和8宗小(一>

型水库，在九洲江中下游建了木岭、高墩、茅坡3宗中型水闸，还因地制宜

修建了一批小型塘，库，陂知机电排灌工程等，使全县81％的耕地得到灌

溉，68．3％的农田旱涝保收，87．9％的户用上电。这些成就一一载入志书，

不仅可以为当今水利水电工作提供借鉴，．也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口

《廉江县水利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为指导，

在省，市水利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经过水利老前辈提供资料及评议，修志

人员不断校核、补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反复修改，送市、县方志办审

定，确认本志观点正确，体例完备，资料翔实，值得一读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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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清明，民安物阜。党中央和国务

院号召全国编修地方志，水利专志正是在全国掀起修志的新形势下开展的。

我们根据广东省水利电力厅和湛江市水利电力局的指示，开展《廉江县水利

志》的编修工作。编修这本水：手·I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则为

指导，总结前人治水的经验、教训，总结建国40年来水利建设的成就，从中

探索根治水害、发展水利的新途径。这本志书将成为本县水利事业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史料。

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深入发展，水利不仅是农业的命脉，而且是国民经

济的命脉，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是治国安邦的一件重大事

业。昔日备受洪水之患、又饱尝干旱之苦的廉江人民，为改违自然进行了不

屈的抗争，在长期的治水，用水过程中积累7丰富的经验。以九洲江为例，

在旧社会，历代统治者只知搜到民脂民膏，听任洪水年复一年地危害人民。中

华人民共乖国诞生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水利建设，给水利事

业带来勃勃生机。全县人民在廉江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九洲江上游、

长山，武陵河(注入九洲江)兴建了鹤地，长青，武陵、江头4宗大中型水

库，控制了九洲江流域面积的55％，削减了下游的洪峰流量，并在九洲江沿

岸修建了防洪堤，配套排洪设施。与此同时，全县还兴建了一大批水利骨干

工程，使频繁的水，旱、风潮灾害得到减少。县内兴建的水利工程和九洲江

治理工程，改变了昔日“雨来水汪汪，决堤崩屋人逃荒"的凄惨景象，对工

农业生产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开创了人民安家乐业、经济蒸蒸日上的新

局面。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由于县境区域在历史上屡有变动，历史档案资料残

缺不全，加上笔者幼犊学犁，知识浅薄，又因从事水利资历不长，缺乏历史
和专业知识，困难诸多，因而错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我们真诚地期待水

利系统领导，专家、学者，水利工作者茂各界人士，热情帮助，提出宝贵意

见，以便今后修补更正。

《廉江县水利志》编辑组

1990年11月



例

一、断限。上限不定，下限至1990年底。取亨重点放在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二、记述范围。鹤地水库灌区有五县一市，本志重点记述廉江灌区部

分。鹤地水库属本县境内，但该库专志由雷州青年运河管理局编写，本志不
作详尽记载。

三、体例。采用白话文横排竖写的形式记述。随文配以必要的图，表。

四、水库规模标准。小(一)型以上的大，中型水库规模，以蓄水库容

为标准划定：lOONl 000万立方米为小(一)型，1 000,--,10 0007／'立方米为

中型，10 000万立方米以上为大型。

五、地名。以原地名为准，有的在括号内注明今地名。

六，称呼。对建国前各个时期的政权、官职，按当时的习惯称呼；对建

国后的县级和县级以下政权单位，分另IJ按每个时期机构变革后的名称称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简称“建国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简称
“建国后’’。 “党"指中国共产党， “县委"指中国共产党所在地组织。

七、历史纪年。民国以前按当时的习惯记述，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以公元纪年。

八、数字书写。地面高程，流量、降雨量、百分此，工程量等数据，一

律用阿拉伯字书写，清代及清代以前的纪年(含月、日)、农历纪年均用汉

字。

九、计量单位。一律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十、地面高程。采用黄海高程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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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廉江县位于雷州半岛北部，地处东经109。45’～110?90t、+．北纬

21。257---,25。557之间，东西宽79．5公里，南北长∞．2公里，总面积2 835平方公

里。东邻化州，南界遂溪接湛江港，西连广西合浦，北靠广西陆J|『、博白县o

1990年，县辖23个镇357个管理区，5个国营农场，3个林场，总人口1 206 131，

其中农业人口1 008 187。有耕地面积91．47万亩，其中水旱田69．82万亩。主

产水稻，花生、甘蔗，黄红麻，蚕桑、烟叶，柑桔、．香蕉等o _

县境地势以低丘陵及平台阶地为主，东北高，西南低；南阔北狭，‘东西

两面如曲尺之外向，。似凸字。。北部为高丘陵．(俗称山区)，陡坡坡度25。以

上，高程在300米以上，塘蓬镇双峰蟑382米，为全县最高点，中南部属缓坡

低丘陵地区，高程在60--,100米之间，南及西南部为濒海地带，高程仅55米

以下，多为河流j浅海沉积平原。 ：

‘

⋯ ’。

全县境内有集雨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10条，流域面积为3 311平

方公里。九洲江为雷州半岛最大河流之一，流域内有16个镇，‘人口61．55万，

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07．6人。耕地面积61．28万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

68％。九洲江发源于广西陆JIl县的大化顶，自本县石角镇入境，·从县东南贯

注，至龙湾，横山、‘安铺等镇出海注入安铺港，流程162公里，汛期一般洪水

位高出地面3～4米。直接流入九洲江一级支流的有武陵、沙铲，廉江河，

二级支流入沙铲河的有塘蓬，陀村，长山河，东南部和西南部的良垌，南

桥、青平、卖皂(高桥)4条河流分别向南和向西注入湛江港和北部湾。这些

河流自1964年以来曾进行过三次规划和整治，整治后对战胜洪涝干旱灾害，

促进工农业生产，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由于河流面积广，治理标准还不

高，特别是九洲江流域狭长，集雨面积大，区间流量广，河流弯曲，每逢上

游降100毫米以上暴雨i。+洪水分别从各条河流及水库溢洪泄入江内，．若遇潮

水顶托，九洲江即难于消泄，沿河部分江堤，农田时有溃堤、’。淹：浸灾害发

生。⋯j_ ⋯ 。 ‘
。·

廉江境内，水资源丰富，一多年平均降雨量为1 588毫米。最大年降雨量

2 528毫米(1973年)，最小年降雨量714毫米(1977'年)，最大日降雨量

-Ir，r■rLrrIr}；『}I_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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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5毫米(1970年10月17日)。年内降雨不均匀，4～9月雨量占全年的 '

81．1％，10月至次年8月占18．9％。不仅季节雨量分布不均，地区差异也很 '1

大。年降雨量东北部多于西南部，而西北部因受山区高压影响，西南部受海 !

洋性气侯干扰，故旱情多出现予西北部山区和西南部沿海地带。 {

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高‘温多雨，蒸发量大，年蒸发量在1 500--'1 800

毫米之间，平均蒸发量1 650毫米，冬春占44％，夏秋占56％。 J

境内年平均气温23℃，1月最冷，平均气温3～6℃，7月最热，平均 ：

气温33---35℃，历年极端最高气温37．5℃，历史极端最低气温1．5℃，霜冻

期极少出现。但冬季受北方冷空气南下影响，每年冬春均受不同程度的寒流

袭击i气温明显下降，对冬种作物和春播十分不利i ·

～’因地理位置、地形和气候影响，本县成为旱√涝i风、潮交替出现的

多灾地区。冬季寒潮入侵偶有严寒，夏秋期间台风，暴雨频繁，干湿季节明

疑，常有春，秋旱发生。台风期间伴暴雨j九洲江中下游两岸和沙铲、南
‘

桥，良垌一带洪涝灾害出现j·台风雨过后又容易出现秋旱，使廉江县在历史
1

上成为“北旱南涝"灾区。’清光绪六年至民国36年(1880～1947年)的68年 ：

中，全县共发生大洪水8次，‘平均每8．5年发生一次。建国前，九洲江两岸
1

遇雨即淹，无雨则旱i粮食作物十种九不收。“雨来水汪汪，屋崩田毁人逃

荒"正是九洲江两岸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建国后，1957,--,1987年的31年

中，发生春旱有27年，占旱年发生数的九成，其中中旱和重旱有17年。 ．

，o饱受水旱灾害的廉江人民，为了改善生产条件，·发展经济，改变落后面

貌，．．与自然灾害进行过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据记载，．早在清乾隆五年

：：(1740年)，知县王灏就带领群众在九洲江一级支流的廉江河修筑桥头、老

鸦山、鲤鱼湾三个水闸，：蓄引廉江河之水灌溉附近(今石城镇)农El。建国

前的1949年，全县有小型的蓄、引。提水利工程937宗。但由于当时生产力落

后，工程规模较小，仅可灌溉农田4．48万亩，不到全县耕地面积的5％，水旱

灾害依然频繁降临，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口

。 1949年11月，廉江县解放。从此，廉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 ·

靠和发动农民群众投入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促进了水利事业的发
艇，改变了全县山山水水的面貌，为廉江走上富裕的道路创造了良好的条

件。从1951年至1987年，全县总共用子水利建设投资20 801．1万元，其中国

家投资3 547．2万元，群众自筹17 253．i9万元j共用钢材3 338．196吨，水泥

132 722吨，木材8 132．95立方米，投放劳动工日16 649．8万个。总共完成土

方12 181．43万立方米i。石方141,904万立方米、混凝土24．815万立方米。兴 ．

建大中型的鹤地，长青、。武陵、江头水库4宗，小(_)．型水库8宗，小
1

·2．·



(二)·型水库132宗，小型塘坝1 987宗，总库容15．115亿立方米，其中灌溉

库容7．45亿立方米；兴建中型的茅坡、高墩，木岭引水闸，小型水陂439

宗，总共引水流量27．89立方米／秒(其中茅坡、高墩：：术岭3宗中型水闸

引水流量15．89立方米／秒)。；修筑汪海堤围91宗，堤线长202．3公里，捍卫

面积18万亩、人l=li4．‘59万，．修建提水工程有：，水轮泵104宗135台，电动排

灌站330宗，装机7'76i千瓦，‘7机灌站767宗，装机7 665千瓦，小水电装’机35

台；‘2 658千瓦j’：年发电量300万千瓦肘，，打井322眼·(机电)，家庭户用井

(～户÷井)i 795nR，治理水土流失25．5平方公里，’．治涝47．9万亩，治理

洪泛面积7．38万亩，治渍面积7．41万亩：经过蓄、引，提等全面治理后，

有效灌溉面积达到74：5万亩，古耕地面积的81．4％；．比1949年增]J1117倍，早

涝保收面积55．5万亩，。占灌溉面积的74．5％。
’

、j一建国40年的水利水电建设，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按发展情况，大体

分为六个时期：√’，：：‘j。，：’。：．’’’．一。 ． ，

j第一令时期?(1950N’1952年)，是修复和兴建小型水利为主时期。．水利

工程建设首先是以提高防洪，‘防潮工程能力为重点，发动群众修堤建闸，先

后建成加固官寨围(今为红寨围)、公安围，同时修建一批小型水陂、山塘

和挖井车水戽水抗旱。

第二个时期(1953～1957年)，是培训水利技术骨干时期。这一时期，

培训水利技术人才；．开展中小河流规划，制定水利建设计划，为大规模兴修

水利作好准备0 1953年，一省水利厅先后派来水利技术人员．．8人，．依靠这批骨

干，一县水利科随即吸收水利学员进行培训，同时培训区，乡水利学员5期共
1 145人'．’开展了全县中小河瀛规戈旺及水利普查，制定水利建设计划。1953

年”省水利厅和粤西区行政专员公署水利张派来水利技术员修建九洲江下游

南v+北堤工程，．随即修建小√(二立．型水库一附城(今石城)山里水库作为
蓄水工程的示范。 ?

：‘，‘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很重视水利建设，亲自到旱灾地区的横山、铺

洋、新民等地蹲点；发动群众大搞水利建设，五年时间，全县人民在．“以小

型为生，蓄水为主，民办为主，，、．够民办公助，，的水利建设方针指引下，发扬

自力夏生精袖l先后建成小(一)型水库8宗，小(二)型水库132宗，小型山

塘1 987宗，总库容5 518万立方米，其中灌溉库容4 139万立方米，·打井264

跟，’引水工程439宗，引水流量15．89立方米／秒；机电提水站139宗，：．装机

10。939．74千瓦，修建江海堤围91彖，长202．3公里。同时在t957年10月至

．1,958年5月完成九洲江下游营仔河水闸的大型水闸工程，引水流量6．2立方

米／秒，，灌溉面积5．4万亩，．解决营仔南，．北堤群众7．87／人的饮水：”经过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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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冬春，水利建设已普及到每个乡村。这是本县建成小型水利最多的一个时

期，总灌溉面积达25万亩j 。

第三个时期(1958-',-'1960年)，是水利建设大发展时期。这一期间，

主要是兴建蓄水工程。廉江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

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民办为主，蓄水为主"的
方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规模宏大的水利建设，县和公社主要领导干部担

任工程指挥部指挥和副指挥，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投入水利建设。1958年

5月，中共湛江地委决定：为了消灭雷州半岛的旱患，动员雷州半岛人民拦

截九洲江，兴建鹤地水库，开挖雷州半岛青年运河。于是中共廉江县委，县

政府成立了青年运河廉江县工程指挥部，由县长陈华荣任指挥，抽调机关干

部职工参加义务劳动，动员全县民工4．5万人，自带粮食、工具参加兴建鹤

地水库。工程开工后一个多月，鹤地水库工程指挥部经过水量平衡计算结

果，水库水量只能灌溉本县一部分，当即决定九洲江之东的河唇，吉水，附

城、良垌，新华、平坦、新民、横山、河堤等地区30万亩农田由鹤地水库供

水灌溉旦北到西南部的石颈、青平、雅塘、车板、高桥，营仔j龙湾，吉水

等地区34万亩农田的灌溉用水，．则拦截沙铲，武陵河兴建大中型的长青、武

陵、江头水库。三大水库建库工程，均相应成立工程指挥机构，县委，公社

的主要领导任指挥长，抽调大批机关干部，调动各方力量，参加建库工程。

1958年8---'10月全县动工，全县上场民工5万人，自带伙食费，自搭工棚，

自带工具，在工地安营扎寨，日夜奋战。经过两年多时间，1960年底水库主

体工程基本完成。总计完成土方3 337万立方米，石方13．92万立方米，混凝

土3．36万立方米。鹤地水库建成后，接着开通青年运河，完成总千渠l条，

长76公里，千支渠91条，长449公里，灌溉县内18．6’万亩0长青、武陵、江

头水库建成，使县内西北和西南部14个公社，2个国营农场的25万亩耕地用

上水库水，改变了生产条件。

这一时期，水库库区移民迁安规划安置工作，未全面认真做好，造成移

民迁安工作反复多次i并遗留一些迁安问题。同时，水库库区主体工程，在

施工时由于时间短L工程数量大，材料不足，因而对工程标准质量要求不

严、标准不高，一部分工程的材料采用代用品(如竹筋，火烧粘土等代替钢筋

和水泥)，造成库区工程后期隐患较多o ；～：． ：

第四个时期r(1961～1965年)，『‘是工程配套、发挥效益时期。。这段期

间，．中共廉江县委水利指挥部作出了“关于陆续搞好蓄水工程的配套，，迅速

发挥效益黟．．的决定。从z98r年．开始；以鹤地，i长青，武陵、江头水库灌区为

单位，进行全面配套：经过两年的努力，。7大部分配套工程基本完成，全县新

·4·



一增滋溉面积达56万亩。在1962年的春旱中，新建工程发挥了‘巨大作用，保证

予当年早造增产增收。：一一-¨o-一一j·‘·-‘⋯j一·-i ，t
． 一

．：：i二。这一时期，除了对鹤地、’．长青，!武陵i：江头水库的全面配套外，‘全县还

。掀起亍兴建水轮泵捷水工程的高潮，新建水轮泵蚺101象，：瑟机135台，’灌溉
‘面积跣02万亩；．’总计完成灌溉面积58．7 71’万宣，o为本县埘通水和关打下了良

好基础。 r+j?j?：～．：．j—j‘-10：j曩’曩．。：：■．-．j．‘‘ ：√

·j：：‘第五伞时期、(!i966-．=,197B年)。，这，。介时期犬体分为蹲段；第二段1966
oi968年，j：即是．‘j}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阶段≯i■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

。‘视为．砧管，卡，压∥而遭批判，～水电局领导被豫斗-．群众闹派性，：午部：j技

术人员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水电局仅留下干部7人照顾全县水利工作。

．‘袒在此情况下，．-局千部仍然坚持发动群众螨水荆≯翻‘访续建配套计划：长青
‘t潍区继续进行渠道配套；‘，薪建江排水轮泵站；’．黼_IOO型泵，开挖高千渠工
程；武陵水库渠首电站工程也决定在这阶段建成；二．发展高干渠为电动提水，

：鹌地水库青年运河廉江灌区继续配套于、：．支粱工程名℃同时新建÷批骨千水轮

一泵站——铺洋i十玲泵站。·．山区的塘蓬地区新建小。<o卜型骨千工程—‘红

卫水库，同时开发塘蓬河梯级工程，：新建水轮泵站16宗．，‘装机37台j，：为山区

高地用水解决了困难。’ j二? y
． ‘．。t

‘

：．j：‘。

第二阶段：’1969--．,'1976年，。即是“文化大革命弘的巾后期。从1969年开

始，j水利建设工作贯彻‘∥以小型为主，配套为主‘j牡队自办为主，，二粕方针，

总结经验教训，全面检查水利设施，重点对九溯汪治理，：．加疆江海堤围抗御

灾害的强度，．这段时间的口号是： “完善水利设施，‘整治江海堤围，疏通裁

直九洲江，确保两岸安全：∥．1969年9月20～．22日，·遭6919号台风袭击，

全县普降暴雨，3天降雨量416．52米，。九洲江下游洪流量2 450立方米／

秒，堤围决口有中堤、博教、水流围，排里桥以上两岸土地被洪水淹浸，崩

塌房屋lO 402问，经济损失严重。据此，于1970年春，．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九

洲江治理工程指挥部，组织万人治理九洲江，对河床(由高墩老河口至安铺

糖厂，’：长4i5公里)：’迸符裁弯取直；二个冬春完成壬方95万立方米。接着对九

洲江进行全面规划治理；：至1976年冬完成河段裁弯取直34．7r公里，j新建江堤

．"12条≯．堤长43．5公里一加固原有堤围长59．。5公里，：疏通河道长34公里，j新建

’邕排站9宗，。装机14台共l 615丰瓦‘0架设遂·漠■安铺35千伏线路28公里{'

安铺。卜岭．Io币倪线路12．5公里；、：扩廷茅坡’．高墩水闸工程，?’新建木岭水闸

。王稿．一为九洲江防洪治涝工程打卞良好的基础‘0．‘舭‘峨。’还对全县豹小泣小河
，进行裁弯取直∥开展农2时整治，t：崧溱泻。?：排盖{嗡‘激莲低产田，，’建稳产高产
：表面·：：一，。二!：：7．，。o：+一_，?：■，_o。》?之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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