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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谭力行

恭逢盛世，《连县水利志》问世了。

水利，水流的利用，指灌溉农田，修筑堤坝、疏浚河道等工

作。早在汉代，我县就已有龙腹陂，利用岩塘蓄水灌田。南宋时，

人们用“上以火攻，下以堰取矽的方法，开凿楞伽峡，疏通连江河

道，并使用筒车、龙骨车等提水工具，解决农田用水。建国以来，

党和政府把水利看作农业的命腺，领导金县人民坚持不懈地进行筑

山塘，建水库、劈山引水、闸坝堤防、机电灌溉和水力发电等工程

建设，使县境水利设施渐趋完备，布局基本合理，从而改变了自然

面貌和耕作条件，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连年获得丰收，成为全省

高产县之一。全县2 6万多亩稻田，不但解决4 0多万人的吃饭问

题，而且每年上调国家5 0 0万斤大米。这既是农业技术的进步，

也是水利的功劳。当前，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实行改革、开放，水

利更显示了它作为国民经济发展基础的重要作用。纵观古今，围绕

江河陂圳兴利除害的成就，同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与我们的文

明进步，患息相关。可以说，连县的开发史，也就是世代治水的历

史。

然而，事物发展是曲折的，我们的水利事业有兴衰起伏，有成

就，也有失误。这就需要我们把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记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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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作为历史借鉴，使我们变得更聪明，更有才干，为两个文明建

设服务。为了这个目的，县水利部门广征博采，经过整理核实，编

写了《，连县水利志》。 j‘

．“专志贵专"。《连县水利志》以水利开发为中心，系统地记

述我县水利电力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体现尽想性．科学性和资料

性，具有时代特点与地方特色，为研究我县水利电力提供可靠的史

料，也对未来水利电力的开发利用起到指导作用，发挥其资治、存

史，教育等功能。随着社会和科学的发展，新事物不断涌现，需要

我们在今后工作中加以完善，使志书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

，

作贡献。 ，．

．． 是为序o。，

l 9 9 4年l 1月



前 言

根据国家关于编纂水利志的指示精神，我们编写了《连县水利

志》。连县水利志书，宋代有李华编的《谴川开峡志》，记述开凿

楞伽峡，排泄洪水的事迹。此后7 0 0多年，未见再有专志。明清

两代的《连州志》和民国的《连县志》，虽有水利内容，’．但都较为

简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l 9 8 5年新编的《连县志》，

水利部分有3万多字，为这次编志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志是广泛地采集古今资料，经过审核校正后编纂而成。书中

着重反映县内历代旱涝灾情，+以及为抗御灾患而进行的水利工程建

设。特别是记述了我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办水利，改造自然，对促进农业和国民经济

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业绩。志中既有经验，亦有教训，希冀

可供今后水利建设参考和借鉴。

本志成书，得到社会各方和有关人士的协助、支持，在此，谨
_-

表谢意。
‘

。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水利专家，周

行和读者批评指正。
’

．+

，

‘

连县水利志编纂领导小组
¨～ J．

’-’
。

． 1 9 9 4年l 1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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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水利志的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精神。详今略古，立足当代，服务于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记事的上限为汉代，下限截至

l 9 8 7年。(1 9 8 7年l 1月从韶关市划出7个县新成立清远

市，连县归属清远市)。

二、本志采用语文记叙体，但有少部分文言来自旧志。凡照录

原文的均加上引号。

三，资料主要源于乡(镇)水利技术员、水电局各股室、县档

案馆、县统计局等部门。水力发电一章大部分录自《连县电力工业

志》。建国前资料采自清代《连州志》和民国《连县志》。部分来

自访问调查。

关于小型山塘、陂圳的统计数字，以l 9 8 7年现存数计。凡

已水毁或己废弃的不再计算。
’

四、度、量、衡单位，除耕地面积(亩)和农产品重量(斤、

担)。按照习惯采用市制外，其余均用公制。

五、凡简称“建国"，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党"，

即中国共产党。 “简称政府”，即人民政府。

六、关于纪年，凡历史朝代，均按当时写法，并用括号注明公

元年份。’建国后概用公元纪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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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记要

2 0年)筑龙腹陂，灌溉龙口村稻田。

晋太元八年(公元3 8 3年)三月大水，平地水深五丈。

唐显庆四年(公元6 5 9年)连州河水暴涨。淹没七百余户。唐宝历二年(公元8 2 6

年)“连州刺史蒋防疏楞伽峡以利泄，民甚德之"。

宋嘉泰二年(公元1 2 O 2年)五月，连州大水，连江楞伽峡(又名贞女峡)发生“崖

崩水壅，溪谷倒注，航楫不通，估货不行，田庐垫溺，患及城邑彦的灾害。

宋嘉定+三年(公元l 2 2 0年)冬，连州太守杨榕命司法官李华主持疏凿楞伽峡，采

取“小石纤运，大石馋落，上以火攻，下以堰取"，并创巨灵凿，贯木百钧，用以捣石致碎

等施工方法，历时3年，使“石之为水害者尽平’’消除了涝灾，恢复航道畅通。

明隆庆元年(公元l 5 6 7年)连州大水，平地水深丈余。．

清乾隆五十二年(公元l 7 8 7年)“秋大饥，饿殍载道"。

清道光三年(公元l 8 2 3年)“秋大水，淹死人民无数力。

民国四年(公元1 9 l 5年)“三月初四日大雨倾盆，大龙水、金坑水，山崩石裂’’。

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 9 4 6年)“春大旱，春至夏大饥，民无食，每日结队挖树根野

菜充饥，夏，秋，冬痢疟。两疫死亡七八千人。

1 9 4 9年1 2月7日连县解放。

l 9 5 O年3月中旬、5月初和7月下旬共发生水灾3次。6月中至7月下旬干旱，农

作物减产2 O％至5 O％。11月兴建附城千工洞大陂圳。同年建山塘3宗，小水圳l宗，并

修补三江河堤泥潭，陈巷、察脚等地段缺口共l 3处，用水利谷补助民工伙食。全年水利贷

谷2 8 7 9担，贷款8 l 8 O O元。当时，县设生产建设科主管水利，并于1 1月改组为农

林科。

l 9 5 1年冬，修建历百多年但已崩毁的龙塘石坝和引水渠。建小(二)型水库l宗。
～

山塘l宗。
．

1 9 5 2年l O月干旱。建星子青冲示范山塘l宗，小(二)型水库2宗，山塘3宗，

小水圳l宗。l 2月开办农民水利学习班，学员4 3人。下半年改农林科为农建科。
1 9 5 3年6至8月干旱，青冲山塘发挥效益，解救1 O O O多亩旱田，激发了人们对

兴修水利的积极性。6月2 8日县委发出关于扩军运动中必须做好防旱抗旱工作的紧急通

知。7月2 2日，县委发出关于全力进行抗旱的紧急指示。8月3 1日又发出关于大力发动

群众兴修水利和防旱保苗工作的指示。同年兴建小(二)型水库2宗，山塘2 l宗，建星子

新村和东陂江夏灌溉1000亩以上引水工程2宗和小水圳l宗。l 1月举办农民水利员训练

班，学员9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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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 5 4年2、3、8，l 0等月都旱，上年冬新建的江

去每年要吃统销彼近1000担，转为出售余粮2000担。这件事轰

建成全县第一座4 O匹马力煤气机抽水站，在大路边大便洞村

站，兴建城北和西冲灌千亩以上引水工程2宗，小水堋2宗，

宗。同年l O月，水利机构从农建科分出成立水利科。l 1月

l 9 5 5年2月办水利学习班，学员5 8人，7月2 1日

东陂，瀑布、红岩星子段，步津，鹿鸣关等灌溉l 0 O O亩以

小(二)型水库3宗，山塘2 4宗。

1 9 5 6年春旱，秋大旱，9月1 3目、2 0日，2 8日

示，l 1月抗旱冬种，水利重点开凿铁坑和泥潭引水隧洞。省

隧洞等工程，同年首次在龙塘石坝底试用“水力填砂’’方法，

型水库3宗，山塘2 7宗。因水利改善，星子黄村1 9 9 4亩

l 9 5 7年6月5日大水，夏、秋干旱。7月3 1日县委发出关于迅速组织抗旱保苗、

抢种的紧急通知。秋冬兴建小水坪，蓝管、横水等小(一)型水库3宗，小(：)型水库4

宗，山塘2 8宗。建麻步、浦南，龙口、蓝管水圳和小水圳3宗。同年开始搞水土保持工

程。l 2月2 9日县委发出关于进一步组织大规模的兴修水利高潮的紧急指示，号召受益乡

要投入8 0～9 0％的劳动力。非受益乡也要积极支援。

l 9 5 8年1月全民兴修水利形成高潮，全县每天平均出动近5万人。有重点工程的乡

出动7 0～8 0％的劳动力进行突击。兴建工程有老莫洞、围子、破塘、漂塘、．带头冲等小

(一)型水库5宗，小(二)型水库7宗，山塘2 7宗。建新浦南、油田引水，水：l}lI l 2宗。

2月2 5日新年除夕，韶关专署和连县直属机关慰问团先后到小水坪，蓝管等水库工地

慰问，并同民工一起欢度春节。

5月，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参观浦东社旱冲村水土保持工程。l 1月办水利学习班，学员

4 6人。连县、阳山、连山、连南4县合并为连阳各族自治县。是年夏旱，秋旱。

l 9 5 9年3月在阳山官陂水电站办水电学习班，学员4 7人。4月6日请广州海军潜

水员到横水水库帮助修复放水涵闸。6月1 9日大水。7月至l 0月干旱。7月l 7日县委

发出关于立即做好防旱抗旱的紧急指示。同年兴建潭岭水库土坝(次年因不能渡汛而炸掉)

和水上水库(后因工程规模太大而停建)。建小(二)型水库l宗，山塘9宗。9月在连山

大富办水利学习班，学员3 5入。首次搞河流规划。同年水利科改名水利局。

l 9 6 O年春、秋干旱。2月2 5日县成立防洪防旱指挥部。3月8日县委发出抗旱战

斗令。同年水利局改称水电局。5月2 6日县委会议决定，6月份全县组织2万劳动力，大

搞水力加工厂和水力发电站。6月9日县委号召全县人民立即投入防洪抢险。6月l 5日大

水。1 O月l 7日县委指示各地防寒(寒露风)抗旱保丰收。秋旱面积占总面积的6 0％。

冬季兴建破塘水库灌区工程。建小(二)型水库l宗，山塘6宗。同年l O月戈4出阳山县，

改连阳各族自治县为连州各族自治县，水电局与农、林，牧各局合并称农水局。1 2日省水

电厅召开水利会议，强调在一个时期内水利建设必须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l 9 6 1年6月l 1日大水，9至l 0月干旱。建小(二)型水库1宗，山塘2宗。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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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l O月又划出连山，连南，复名连县。农水局分设4个局，原水电局称水利水电局。l 1

月2 7 El韶关专员公署颁发《韶关专区水利工程管理工作条例(草案)》。
l 9 6 2年l至3月干旱。5月办水利学习班，学员4 3人。6月2 5日大水。7月至

l 0日又旱。2月2 3日，7月2 8日和9月7 El县先后三次发布防旱抗旱通知。7月3 1

日连县人民委员会颁发《连县水利工程管理工作条例(草案)》，加强工程管理。同年建长

迳大陂圳，建小(二)型水库l宗，山塘1 O宗。
’

l 9 6 3年2至5月旱，5至l 0月大旱，全县受旱面达2 6．6万亩。8月1 1日县

长孙玉明动员抗旱抢种。9月1日县委副书记李明在电话会议上提出继续抗旱保苗，全县出

动最高抗旱人数近l O万人。l 1月接省编制委员会，省水利电力厅联合通知，连县2 0名

水NT-程管理职工定编纳入国家编制。同年建朝天凤凰水圳，东洞水圳，小水圳5宗，小

(二)型水库4宗，山塘5宗。

l 9 6 4年3月旱。7月省水电厅在连县召开水轮泵现场会议，代表l 5 O多人。会后

大建水轮泵站。同年兴建福山、沙坪，新立、小滚水、两头岩等5宗水力发电站。兴建良塘

小(一)型水库1宗和小(二)型水库6宗，山塘8宗。建围子水库高山引水渠和风门坳隧

洞。当时海南松涛水库派代表来参观隧洞施工，并顾请潘启炎等2名技工到海南协助处理隧

洞流沙。同年奎池大陂圳开工，并建小水圳8宗，水轮泵45台。7月举办水利水电学习班，

学员l l 2人，9月办水轮泵学习班，学员5 O人。同年成立星子水土保持站，水电仓库和

预制构件广。搞中、小河流规划并大搞电力抽水灌溉站，共装机1 O O O多千瓦，国家投资

9 0多万元，设计灌溉面积l万多亩。同年冬根据上级指示开展水利清查整顿工作。

l 9 6 5年7至1 0月干旱。9月省办潭岭大型水库开工。省长陈郁视察龙塘水利，主

张建筑龙塘水库。同年建冷水洞小(一)型水库1宗，小(二)型水库2宗，山塘7宗。建

柯木湾引水工程和小水舅II 1 O宗，建水轮泵l 1 1台。9月在大路边辛水罗举办水轮泵学习

班，学员30人，l 2月在良塘水库办水利学习班20天，学员60人。是年，搞河流规划复查。
l 9 6 6年5月l 3日和6月2 1日大水，7月至10月大旱，8月2 0日县委、在县团

委号召受旱地区抗旱保丰收。9月潭岭大型水库竣工，兴建马面滩闸坝、红旗水圳(从湖南

省江华县大桥河引水)，附城双车水陂开工，续建新浦南水圳，建小(二)型水库4宗，山

塘1 4宗，水那l 3宗，安装水轮泵l O 1台。在三村办水轮泵学习班，学员3 2人。县举

办水利调查规划训练班，学员2 7 O人。是年夏天学习潮阳水库“按田配水，按量收费力的

经验，在东陂江夏水圳办试点，后因“文化大革命矽停办。是年，小水坪水库闯过鱼苗孵化

关，实现鱼苗自繁、自育、自养。
’

1 9 6 7年2至3月旱，4月3日大水。建小(二)型水库2宗，山塘l 4宗、水轮泵

l 6台。建保安水口水电站。

1 9 6 8年2月小里水春冲岭水库开工，4月马面滩水电站动工。6月2 2日大水，9

至l O月旱。1 1月l 2日连县与湖南省江华县签订《关子红旗电站引用大桥河水有关问题

的协议书》。同年建小(二)型水库7宗，山塘l l宗，水圳8宗，装水轮泵2 8台。县水

电局工程技术人员除2人外，全部下放公社。

l 9 6 9年8月至l 0月大旱。建水口陂，小(二)型水库4宗，山塘l 3宗，水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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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水轮泵l l台，兴建龙潭前进等水电站。同年撤销水电局，归入县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服
务站(简称农村站)，内设水电组。

l 9 7 O年5月2 0日大水，7至l 0月干旱。是年兴建龙塘，八一和新立小(一)型

水库3宗(后八一，新立两水库未达小(一)型标准)小(二)型水库5宗，山塘3 2宗，水

圳5宗，水轮泵l O台。建保安，石迳，湾村、罗村洞等水陂和冷水洞和龙塘两水库灌溉

渠。1 1月县革命委员会在西江召开水利会议，大反“技术保守”，搞工程重速度不重质

量。同年搞水利“四五”规划(印1 g 7 l一1 9 7 5年水利规划)。

l 9 7 1年2至3月干旱，3月2 9日晚县革命委员会召开抗旱抢种大会战誓师广播大

会，县、社机关学校居民组织2．5万人开赴农村支援春耕。4月3 0日大水，5月5 It山

洪暴涨，水浸清江公社楼房，旋即倒塌，唐家村亦被浸，共死亡8人。7月红旗水电站动

工，8至l O月又干旱。同年兴建小(二)型水库4宗，山塘9宗，水圳1 3宗，水轮泵16

台。秋冬续建破塘灌区，搞渠道三面光。

l 9 7 2年l至3月和8至l O月干旱。5月6至7日大水，冷水洞水库坝后坡严重漏

水，7月龙塘水库后坝坡大滑坡，经抢救均脱险。7月2 O目县委召开抗旱抢插战地会议。

是年建小(二)型水库l O宗、山塘l O宗、水圳6宗、水轮泵l 2台。农村站及水利组

撤销，恢复县水电局，下放技术人员陆续回局。同年编制连县农田改土、水利水电规划。

成立县供电所，归水电局领导。

l 9 7 3年1至3月干旱。5月1 5日连县革命委员会水利运动指挥部印发“连县潭岭

灌区水利管理条例"。6月l 8 Et朝天大暴雨，6月2 8日连州洪水位达9 4．2 3米，8

月l 3日达9 5．O 5米，仅低子历史最高洪水位l 9 l 5年的9 5．1 4米，全县浸田9

万亩，8月1 3日洪水暴涨，朝阳水库垮坝淹死1 9人。9至1 0月又干旱，兴建围子水库

灌溉渠。建小(二)型水库1宗、山塘l O宗，水轮泵l 5台。建保安湾村水电站。县水电

局下属预制构件厂改设为机电排灌总站。同年开展全县性的水利工程“五查四定”即-查工

程建设和投资使用情况’查工程安全；查工程效益，查综合利用，查管理状况。定任务，定

计划；定措施；定体制。通过“五查四定"达到摸清情况，总结经验，加强管理，促进生产

的目的。同年，省水文地质二队罗建鸿、佘乘成、黄昌进、易亚胜等同志来县无偿支援搞地

质勘探工作。
7

1 9 7 4年2至3月旱，5月1日大水，5月28日山塘公社牛屎冲水库崩坝。7至l O ，

月大旱。建山塘1 2宗、水堋6宗，建东陂塘联和星子万头猪场水电站。同年，县成立农Itl

水利基本建设民兵团，负责大水利工程的施工，从各公社抽调民兵2 0 O O多人组成。是年

秋冬开始，重点处理安全有问题的危险工程。
。

’

1 9 7 6年8至9月旱。九陂穿窿岩小(一)型水库开工，后停工。建小(二)型水

库l宗、山塘9宗，建漂塘水库灌溉渠，安装水轮泵6台。对红岩水库作中型规模进行设

计，并开始动工。潭岭电厂为连县建设潭下水电站。同年搞十年水利水电规划(1 9 7 6一

l 9 8 5年)。

1 9 7 6年5月3日大水，8至l 0月干旱。建东陂香花从瑶安千二坑引水的灌溉渠和

隧洞工程。建山塘8宗，水轮泵6台，兴建西岸大龙，红旗三级，瑶安高其和罗村洞等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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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农建方面在围子大搞开荒造田。同年，水电局组建地质钻探队，人数2 0多人·

1977年2月至3月大旱，4月7日大雨，小水坪水库水位猛涨，涵管有裂毁的危险，紧

急动员l 0 0 0多人和2 5部汽车抢险。8至l 0月干旱。9月云浮县为治理石吉河水库渗

漏有1 2人来县良塘水库参观学习“水力填砂”塞漏方法。是年建小(二)型水库1宗，山

塘3宗，建大东山，湖塘和大路边工农等水电站。在龙坪，西江两公社开展“l O 0华里两

条线”的开荒造田和农田水利建设。同年开始大搞渠道砼板防渗并在龙口、龙塘、破塘，匾

仔，东陂等大圳实施j秋冬在西江、高山大搞食用水工程。

1 9 7 8年5月1 8日大水，7至1 O月干旱，7月2 9目开始使用高炮人工降雨。厨

年上蓝靛中型水库动工兴建，并建周家岱、坑仔口、大梓塘引水工程。建星子红岩，清水红

旗五级，丰阳夏炉二级等水电站。秋冬在清江，山塘大搞食用水工程。县水利民兵团在逐年

减员后全部解散。

1 9 7 9年8至1 0月大旱。秋冬在龙潭，九陂，龙坪大建食用水工程。同年兴建瑶安

隔江水和大营、山塘黎水一级，朝天桥头，丰阳夏炉_级，潭岭滔家洞、龙坪、龙塘，蓝管

与勿村等水电站。是年，中央水利部钱正英部长在全国水利会议的总结报售中提出三年谖整

时期水N-r-作的方针。“小型为主、社队自办为主、加强管理、狠抓实效。刀

l 9 8 0年3月旱，夏秋连旱。4月2 4日、5月1日和8日’先后三次暴发洪水。6月

3 O日连县水利水电学会成立。同年，按省定指杼，公社水利会、工程管理所等单位l 2 4

名职工，通过定编纳入国家编制，享受国家职工符遇。是年建老莫洞水库排洪道、建坑仔口、

小水坪水库坝后、山塘黎水二级、黎水三级、东陂千工陂和大坑口等6宗水电站。

l 9 8 1年5月1 2日韶关地区水利电力局转发省水利电力厅《水库，水闸、堤防工程

管理通则》。7月举办水库观测和渠道防渗学习班，学员3 6人。8、9月军。9月，全省

水利会议按照中央精神，要把水利工作重点转移到工程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上来。水利i程

开展综合经营，1 2月l 4日连县人民政府批发《连县水利工程管理条例》。同月县水电局

钟柏松、蒋成芳2同志晋升为水并wj-r_程师。同年兴建上蓝靛水库坝后、丰阳油板峡，朝天水

头，龙潭铁坑，大东山林场、西岸小龙等6宗水电站。由于水利条件的改变加上剩子改良，

是年全县稻谷年产开始达到3亿斤，比建国前l亿斤增产2倍。

1 9 8 2年5月l 2日大水，7月至1 o月干旱。l 1月建上蓝靛水库溢洪道。是年，

安装水轮泵6台，建瑶安柯木山水电站。水库的综合经营开始推行承包责任制。办水工管理

学习班，水利员和管理员3 7人参加。同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水利工程“三查三定"(即查

安全、定标准，查效益、定措施，查综合经营、定发展计划。)工作。

1 9 8 3年6月1 6日大水，连州水位达9 1．9 4米，全县浸田4万亩。8月干旱。

同年，地质钻探队船散，水利搞“一查二划”(水资源调查，水利化区划，河流流域规划)。

1 9 8 4年1月供电所改为称供电公司。4月1 8日大水。7月2日省人大六届二次会

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通过“关于解决垒省农村9 6万人的饮水困难问题的议案"，掘此，我

县在缺水乡、镇又大搞群众食水工程。8月早。建丰阳石咀、湖江水电站。水利工程水费计

收的改革开始实施。1 O月举办混凝土掺用减水剂和辗压式坝施工方法学习班，学员4 0

入。同月县供电公司改为电力公司(正科级单位)内增设小水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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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 8 5年4月开始做爬船洞·{1型水库的前期工作。根据省、市布置开始编纂《连县水利

志》。5月l 8日省人大六届三次会议主席团通过。关于防治北江上游水土流失的议案修。我

县即在星子，大路边一带开展较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5月2 8日大水，7至8月干旱。

建龙口渠遭跌水电站。举办小水电学>---j班，学员2 6人。9月7 Et上蓝靛水库进行竣工验

收。同年，县水电局参加全国渠库防渗科技情报网南方片网，秋冬上蓝靛水库灌区工程开工，

l 1月举办小水电培训班，n寸间3 O天，学员2 6人。同年，水电局改称水利电力局。黄荣

根同志晋升为水利工程师。

l 9 8 6年8、9月干旱，全县受旱农田3 5 6 O 7亩。秋冬全县渠道大搞清淤维修并

开始在九陂冷水洞水库灌区和西岸奎池水{JIl搞塑性水泥土、灰土渠道防渗试点。1 2月兴建

上蓝靛水库二级电站。同年，县管水利工程在搞好安全效益前提下，了f：始大搞多种经营。

1 9 8 7年春、夏旱，3万亩秧团缺水，6万多亩稻田无水犁田。秋冬按照省江河整治

精神，加高砌固陈巷河堤并继续大搞渠道清淤维修和塑性水泥土、灰土渠道防渗试点。同

年，7 8名基层水利工程管理职工定编为国家职工。是年l 2月，黄荣根、邓宝明、林坚、

成长青、吴培椽，黄师和，蔡明俊，莫元惠、陈诗流等同志评定为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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