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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漳州水利志》付梓之际，市水电局的同志邀我作序。我生长于漳州，亲身经历过1959年

。八二三强台风”和1960年“六九洪水”，至今仍记忆犹新。从1964年起，又长期从事水利水电

工作，深刻体味到治水的艰辛甘苦。出于对故乡和事业的双重感情，使我觉得义不容辞，于是欣

然命笔。

漳州是个好地方。这里地处南亚热带，土壤肥沃、雨量充沛，一年三熟、花果飘香，是台湾海

峡西岸闽南金三角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前由于政治腐败，水利失修，水旱灾害频繁，给人民群

众带来巨大苦难。新中国成立后，漳州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艰苦奋斗，治水办电，

筑堤围垦，成绩斐然。九龙江得到初步治理，耕地约90％得到有效灌溉，水电资源开发近70％，

初步建成兴利除害，综合利用的水利工程体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基础作用。特别令人自

豪的是，在1963年抗旱斗争中，漳州人民表现出来的丢卒保车、顾全大局的“榜山风格”，在全

国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治水五十年，山河换新颜。这令人难

忘的年代和拼搏，这艰难而成功的探索，这辉煌的一页，值得载入青史。

尽管如此，漳州现有水利工程设施仍抗御不了大的水旱灾害、风暴潮和台风，满足不了国

民经济和社会．}夹速发展的需要。水利工作者任重而道远。为了把今后的水利工作做得更好，我

们要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上的治水经验，以史为鉴，掌握规律，避免重犯错误，这是我们这一代

人的心愿，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经过参加编纂的专家、领导和水利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漳州水利志》以史料翔实、内容丰

富、观点明确、具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的崭新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相信它必将发挥“存史、

资治、教化、补国史”的作用，使后来者深受其益。祝愿家乡的水利水电事业蒸蒸日上。是为序。

蔡健民

1997年lo月18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记述漳州市水利水电事业的历史、发展及现状。上限依事延伸，不加限制。取事

重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下限为公元1990年年底。“补篇”及附录记述至1996年年’

底。

二、本《志》以篇、章、节层次排列，以类系事，以事立题，逐层统属。《志》首立《序》，《概述》领

《志》。照片放在前面，图表插入正文。附录载主要规范性文件、水利文选及大事记。《志》末附

后记。

三、大事记起迄时间为唐垂拱二年(686年)至1996年。其编撰依据，新中国成立以前立足

旧《志》、旧档案；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文书、技术档案为主，也援引有关人员的回忆和记录。

四、民国以前，采用朝代、国号汉字纪年，括注公元年号；民国后，则以阿拉伯数字公元纪

年。

五、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史料，除口碑素材外，一般保持原貌，并加引号；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资料，经核实后，一般未注出处，以省篇幅。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因行政区域与机构名称多次变更，故记述事实时，均采用当

时的区域和机构原称。

七、计量单位一般采用法定单位名称，但农副产品之重量仍沿用习惯名称。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的经费，1955年3月前以旧币值、1955年3月起以现行币值记叙。

八、《志》中的“党99 o 64党委”、“省委”、“地委”、“市委”、“县委”、“区委”、“党支部”，系指中国

共产党及其各级委员会；省、市、县“政府”、“人委”、“革委会”、“专区”、“地区”、“专署”、“行署一

与“军队”、“驻军”系指相应政权机构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九、新中国成立之前，水旱灾害归入第一篇第四章，大事记不再重述；新中国成立以后，水

旱灾害在第一篇第四章及第六篇有详细记叙的，大事记一般不重述，未记叙的予以补述，重大

灾害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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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漳州市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在福建省的南端。境内西北高山耸峙，丘陵起伏，河谷与盆地错

纵其间；东南沿海平原开阔，海湾半岛、岛屿和风积沙丘环绕。水系发育，河流密布。全市属南

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四季长青。但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夏季常遇台风暴雨，秋冬

多见久睛不雨；雨量山区多沿海偏少，水、旱灾害频繁。漳州人民与水旱灾害进行长期的斗争，

自唐垂拱初年建郡以来，经过世代奋力开拓，修建不少水利工程。但在旧社会，限于历史条件，

水利设旋规模小，农业生产条件差，“高燥者每病于干旱，卑霪者常虞于涝渍”，始终未能摆脱水

旱灾害的威胁。
’

新中国的诞生，为漳州水利史掀开新的一页。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市广大干部、

群众和水利工作者，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因地制宜，讲求实效，利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持续

不断地开展以治理九龙江洪涝灾害和兴建沿海地区灌溉设旋为主要内容的水利建设，取得巨

大的成绩，收到显著的效益。 。

。

回顾41年来本市水利水电发展的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

建国初期7年新中国成立后，着手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破烂堤防和小型水利进行整修

加固，以防御一般的水旱灾害，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1952年后随着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

向发展，促进群众性兴修水利的开展。1954年、1955年严重秋旱、春旱后，着手兴建引水灌溉工

程。这期间建成的骨干项目有南溪、江东、宝新、内林等灌溉万亩以上的引水工程，对发展农田

灌溉起了重要作用。1955年后贯彻“小型为主，蓄水为主，社队自办为主”的水利方针，开始建

设一批小型水库和山围塘，建成大房、水磨岭、井内、申内等小(一)型水库，提高沿海缺水易旱

丘陵地区的抗旱能力。

全面发展的lO年这10年经历了发展——调整——再发展的过程。1958,--．1960年掀起

规模宏大的水利建设热潮，动工兴建和随后建成的重点项目有杜塘、眉力、石过陂、后井、梁山、

活盘等中型水库、三姑娘引水工程及南二水电站等。1959年在遭受特大风洪灾害后，开始修建

九龙江及东溪防洪堤。上述工程在建设过程中都曾动员几千至上万民工上场，短期内把工程建

成，进一步增强防洪抗旱能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但是，有些工程急于求成，质量达不到标准，

少数工程如1959年计划兴建的4座大型水库，超越当时经济和技术条件，只进行一些施工准

备工作，有的因改变方案而中途停建。1959～1963年，我市连续遭受严重水旱灾害，有历史上

罕见的1959年“八二三”特大台风暴潮，1960年“六九”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洪水和1961

年、1963年两次大洪水，1961年和1963年两次罕见的春旱。在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水利建

设主要是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抓50年代末已动工的中小型水库和九龙江、东溪防洪堤的续建

配套。同时，发动和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开展声势浩大的抗灾斗争。特别是在1963年抗旱中，涌

现出全国闻名的丢卒保车的“榜山风格”，后来被编成京剧和电影《龙江颂》。1962年后随着国

民经济的好转，水利建设进展顺利。1 964年后，中央引用毛主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指示，

提出“大寨精神，小型为主，全面配套，狠抓管理，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的水利方针，强调建

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专区认真贯彻执行，水利又有较大发展，兴建东川、赤兰溪等中型

水库和一批小(一)型水库，在九龙江南溪和漳江下游修建3座大型桥闸，续建南二水电站，建

·1 。



一雠⋯⋯⋯⋯二加。沿二二二：]
土滤水管等措施开发利用地下水，山区建设拦河坝和水轮泵。这段期间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

水利建设比较注重实效，质量和效益都较好。随着水利建设的发展，水利管理也提到重要位置。

杜塘水库管理处通过实践总结出“民主管理，按方收水费”的经验，得到水电部和省的肯定，省

人委曾召开现场会，推广这一经验。水电建设这10年处于起步阶段，规模比较小，到1966年总

装机为3000多千瓦。

“文化大革命”的10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建工程仍坚持施工。1967年后，受动乱影

响，大部分工程处于停工状况。1969年下半年开始，以漳浦县朝阳渠为先导，相继建成了龙海

县西溪水利“一条龙”、云霄县至东山县的向东渠、诏安县亚湖水库及渠道配套等几处重点工

程。70年代还兴建杨美、湖后、祖妈林、新荣等中型水库和一批小(一)型水库及旧镇、鹿溪、梅

花3座大型桥闸，在九龙江下游建成10多座电排站。广大干部群众自力更生兴修水利的积极

性很高，多方集资投劳，上场民工自带粮食、自带工具、白搭工棚，工程建设的速度较快，效益也

好。这期间，小水电有较大发展，建成南_二水电站(装机12500千瓦)，兴建装机6万千瓦的华安

水电站和一批装机i000千瓦以上小璎水电站；兴建一批35干伏输变电工程。但是，也有一些

工程规划、勘测、设计不充分，资金不落实，仓促动工，中途不得不停建。有的没有按照自然规律

和经济规律办事，未经科学论证，未按建设程序审批，盲目旋工，如改河道、围河滩、平山头等，

收效甚微，甚至造成水土流失，加剧了局部地区的洪涝灾害。

历史转折和改革开放的14年1976年10月，随着国家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水利事

业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在“加强经营管

理，讲究经济效益”方针的指引下，总结历史经验，实行水电并举，建管并重，巩固提高，注重效

益。在建设方面，建成的重点项目有峰头大型水库、华安水电站、北溪桥闸引水工程、西埔湾围

垦工程等，治理九龙江的关键项目南一水库动工。架设漳州至常山ii0千伏输电线路104．5公

里，建成常山变电站，缓解了南部地区用电紧张状况。建成岭下溪、上峰2座中型水库和投产一

批骨干水电站，进一步完善地方电网。沿海开展大规模围垦，促进对虾等水产养殖业的发展。解

决农村79万人的饮水困难，发展城镇供水。推广喷灌和管灌等节水型灌溉，提高水的利用率。

在建设新工程的同时，搞好现有水利设施的加固保安和挖潜配套。基本完成中型和小(一)型水

库以及大部分小(二)型水库的除险保安全工程。普遍进行堤防加固，特别是对保护市区的防洪

堤进行堤基防渗导渗和清理河障，提高抗洪能力。1981年至1986年我市连续六年五灾，受到

台风暴雨和洪水的袭击，漳州市区和长泰、诏安县城都安澜度汛，经受了自然灾害的考验。对一

些灌区进行重点改造，用打隧洞、架渡糟，取代过去的盘山渠道，缩短流程，降低水耗，同时延伸

渠道，防渗加固，扩大灌溉，加强水土保持工作，在抗旱斗争中发挥很大效益。在管理方面，深入

进行水费改革，实行有偿供水，按实物计收水费，征收堤防维护管理费，积极开展综合经营，提

高管理单位以水养水、运行管理经费自给水平。完善水利基层组织，建立健全乡(镇)水利水电

工作站和水土保持工作站，进一步加强行业管理并搞好服务工作。组建水政水资源管理队伍，

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水利执法体系。健全水利机制，实现三个转变，即：从过去单一为农业服务，

转到为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发展服务；从不讲投入产出，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

从单纯依靠国家投入，转到多渠道、多层次集资治水办电，促使水利工作进入良性循环状态。

到1990年底，全市有水库444座，总库容8．05亿立方米；引水工程2．8万多处，大型桥闸

9处；排灌设备7．6万千瓦；有效灌溉面积224．42万亩，占全市耕地面积的87％，保证灌溉面

积159．62万亩，占61．8％，旱涝保收面积118．34万亩，占45．9％；水利工程年供水量达2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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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立方米。有江海堤防914．3公里，保护耕地90万亩，保护人口163．1万人；围海造地18．83

万亩；水电站1045处，总装机容量20．92万千瓦。形成一个引、蓄、提、排并举，兴利与除害相结

合的水利工程体系。这些水利设旋已成为我市抗御水旱灾害、夺取农业丰收的重要基础设施，

从根本上改变旧社会易涝易旱的被动局面，粮食和经济作物大幅度增产，许多缺粮乡变成米粮

川。

九龙江中下游长达200公里的防洪大堤，1963年建成后，近30年来经历多次较大洪水考

验，漳州市区不再被水淹没，确保了度汛安全。在筑堤的同时，堤防保护区内建成10余处排涝

渠和电力排涝站，减轻涝灾损失。九龙江下游经过1963年的大旱，南溪、西溪、北溪三大支流下

游相继建成4座大型桥闸和133公里长的大渠道，挡潮引淡，形成三溪相通的灌溉网，仅本市

灌溉面积就达25万多亩，这些水田多为吨粮田，龙海县达到吨粮县，海澄镇平均亩产高达1．2

吨。北溪引水工程还送水供厦门特区工农业生产和城市生活用水。

沿海丘陵地带过去是“三日无雨火烧埔”的易旱地区，通过采取筑坝开渠引水，修水库蓄

水，建桥闸挡潮蓄淡，打井安水泵抽水，有效地解决抗旱用水。漳浦县曾是我省有名的“地瓜

县”之一，过去流传“种水稻无收成，种地瓜不伸藤，种甘蔗像甘荆，种花生不结仁”的民谣。新中

国成立后，建成7座中型水库、17座小(一)型水库、5座大中型桥闸及大量小型水利工程，使

80％的农田得到灌溉，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与新中国初期对比，粮食产量增长1．9倍，油料

作物增长近2倍，甘蔗增长30倍，成为我市主要糖蔗基地之一。我省最南端与广东毗邻的诏安

县也是易旱地区，素有“百里旱海”之称，经过41年的水利建设，使农田毛供水量每亩达850立

方米，抗旱能力提高，粮蔗生产有很大发展。东山县雨水较少，岛内水源缺乏，干旱严重，为彻底

解决工农业及人民生活用水问题，从1970年至1973年建成长达85．8公里的向东渠，其中仅

砌石渡槽就有7公里，穿山越涧，飞渡八尺门海峡，送水进东山岛。1977年起又在渠道上游兴

建峰头水库，使向东渠配套成龙，为东山、云霄两县提供了充足的水源。东山县还充分开发利用

本岛的地下水资源，共打井400多眼，发展喷灌2万多亩，为发展外向型农业创造了良好的条

件。

地方小水电也有很大发展。南二：、华安两座骨干水电站的建成，为闽南电网提供廉价电源。

贯彻群众办电和以电养电的方针，县、乡、村各级充分利用当地水力资源，大搞小水电建设，基

本解决县、乡办的工业、农田排灌和农村照明用电。全市122个乡(镇、场)全部通电，通电的行

政村达1766个，占总村数的97％，有94．2％的农户用上电。山区的南靖县小水电装机容量达

3．42万千瓦，成为全国第一批实现农村水电初级电气化的试点县。华安、长泰两县也超过1万

千瓦，已列为全国第二批农村水电初级电气化试点县。

水利水电事业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关键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自力更生的

方针和各项政策，充分依靠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多层次、多渠道投劳集资，依靠水利科学技术

的发展和各有关部门的支持发展起来的。41年来国家对我市水利水电总投资5亿元，群众自

筹未有完整统计，大体与国家投资接近。投工5．5亿工日，这些投工大部分作为劳动积累，只有

重点工程给予少量生活补贴，实际上国家补助经费不到总投资的三分之一。

在搞好水利建设的同时，认真加强水利管理工作，不断进行工程维修养护，管好用好水利

设旋。特别是《水法》颁布以后，加强水利法制建设，落实工程维护的具体措旖，搞好河道清障，

保证行洪安全，进行征收水费改革，积极开展综合经营，为发展农业和国民经济服务打下较好

的基础。

本市水利水电工作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全市水资源开发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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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程度还不高；主要江河的洪水威胁依然存在；一些工程施工质量较差，有的受到人为破坏

或自然老化，达不到设计标准；大部分工程单位经营管理水平不高，综合效益未充分发挥；水土

流失未得到很好控制；水污染状况日趋恶化。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闽南地区开放的扩大，水的

地位和作用将越来越重要，水利已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我市今后的水利任务

仍然十分繁重，必须续继深化改革，坚持依法治水，科技兴水，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开展兴利除

害综合治理和全面服务，控制水土流失，保护水资源环境，增强水利设施的抗灾能力，巩固水利

建设成果，充分发挥工程效益，进一步开发水利水电资源，为振兴漳州、造福子孙的治水大业作

出更大贡献。

饮水思源，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向水旱灾害斗争和水利水电建设中，广大干部、群众、人民

解放军驻漳指战员和水利工作者所做出的贡献，他们日夜操劳，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有的负伤

致残，有的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建造了一座座水利水电设施，也留下了为人民无私奉

献的精神财富，他们的业绩永远为后世所敬仰，并将激励人们向更高的目标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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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自然概况

第一章自然地理、气象水文

第一节 地理位置

漳州市位于福建省南端，在北纬23．60---'25。、东经117。"--'118。之间，依山面海，东临台湾海

峡，与经济特区厦门市隔海相望，西北和龙岩地区接壤，西南与广东毗邻，北连泉州市。全市总

面积12607．6平方公里，其中山地面积占30．5％，丘陵面积占42％，平原面积占25％，低洼地

占2．5％，总耕地面积258．15万亩，其中水田193．47万亩。全市划分九县一区，即龙海、漳浦、

云霄、东山、诏安、南靖、平和、长泰、华安县和芗城区。总人口416．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56．91

万人，工农业总产值(1980年不变价，下同)为51．2亿元，国民生产总产值26．7亿元，粮食总

产144．38万吨，人均粮食349公斤。漳州东濒太平洋，面对台湾省，临近港澳和东南亚国家，是

闽南“金三角”经济开发区重要的一角，又是著名侨乡和台胞的祖居地。

第二节 地形地貌

本市西北多山，东南面海，整个大地构造属于台地。中生代燕山期运动奠定了地形的基本

轮廓，并控制了后来的断裂活动和断块升降活动，加以流水侵蚀为主的外力长期作用，形成我

市地形地貌的特征。境内博平岭山脉和戴云山支脉高耸于西北，山峦重叠，丘陵起伏，河谷与陆

地错纵其间，整个地形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呈马鞍形。地貌上明显出现阶梯状分布的特征，从最

高到最低依次可见中低山、谷地、丘陵、台地、河谷盆地、滨海平原、海湾半岛、岛屿堆积地形、风

积沙丘形成，作有规律的排列。构成海拔在千米以上的高山有161座，其中平和县81座，南靖

县52座，华安县17座，云霄县7座，诏安县3座，长泰县1座。平和县境内的大芹山，海拔高度

1545米，为我市的最高峰。

九龙江下游的漳州平原和沿海一带，均由河海交互堆积而成，地势平坦，水系发育，河网密

布，土质肥沃，是本市主要的农业和经济作物生产区。

第三节 海湾、岛屿

本市海岸曲折，港湾半岛多，滩涂广阔。龙海、漳浦、云霄、诏安、东山五个县临海，自龙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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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白礁至诏安宫口湾，海岸线长达680多公里，形成了许多天然海湾。较著名的有诏安湾、东山

湾、旧镇湾等。诏安湾仅诏安县境的滩涂面积就有2900多公顷，是闽南良好的渔场之一；东山

湾是福建著名的港湾之一，沿岸分属东山、云霄、漳浦三个县，湾口东山铜陵镇和漳浦古雷半岛

遥相对望，相距仅4000米，口小肚大，湾内水面2．4万公顷，这里是中国东海与南海的交汇处，

水无污染，又有漳江淡水注入，水质优良；旧镇湾位于漳浦中部东面海区，是由六鳌半岛和古雷

半岛合抱而成的一个内湾，肚大口小，湾内总面积5700多公顷，滩涂平坦，风浪小，长年有鹿溪

和浯江溪淡水注入，各种浮游生物丰富。沿海岛屿众多，南端的东山岛面积192．5平方公里，形

如蝴蝶，是福建省的第二大岛，也是著名的渔区。主要半岛有漳浦县的古雷、六鳌等。本市广阔

的海域全部为浅平大陆架，富有多种矿产资源和渔业资源。广阔的滩涂，为围垦、海产养殖和盐

业提供有利的条件。

第四节地 质

1．地层岩性：我市除沿海漳浦、云霄、诏安、东山四县外，其余均属九龙江流域范围，地形系

受北部、北东部向的戴云山支脉与西部北部向的博平岭山脉所控制，尤以后者为主。地层岩性

主要为泥盆石炭纪南靖系、二迭纪乐平统煤系、白垩火山岩系以及花岗岩侵入体。泥盆石炭纪

南靖系，主要为灰白色至微红色之石英砂岩、石英砾岩、绿色千枚状页岩所构成，分布于西溪源

流的南靖、平和两县。二迭纪乐平统煤系岩|生很复杂，主要为灰黑色砂岩、页岩及其上部翠屏山
系，分布在华安县罗溪、仙溪等地。白垩纪火山岩系，为凝灰砂岩、页岩、砾岩及凝灰岩等，各色

流层相间的厚度不等。

2．地质构造：本区由于受印支——燕山——喜马拉雅等期造山运动的影响，尤以燕山期岩

浆多次多幕活动为最，致使区内地质构造十分复杂。总的地质构造系受北东向华夏式、北东向

新华夏式与北西向太义山式的控制，北部沉积岩区以褶皱为主，断裂次之；中南部岩浆以断裂

为主，褶皱次之。力学性质以压扭性为主，新构造运动表现为继承性的断块活动和区境陛的断

块上升活动为特征。

全区构造断裂十分发育，特点为断层多，平行成群出现于河谷及两岸，且有多次活动性与

复合为并性现象。断层延伸几百米到几十公里，宽自几十厘米到几十米，有的成束出现者达二

三百米，断层带内多成风化囊。风化深达30米到百米以上，充填物大多松散未胶结。

山地，组织物质大都为中生代的火山岩和燕山期花岗岩，岩性较为坚硬，抗蚀力较强，岩石

大多沿节理风化崩裂，从而构成陡峭的山峰。中低山地，海拔在500米以上，切割深度大于200

米，山坡坡度陡于30度以上，河谷发育呈“V”字形，常有跌水、小瀑布出现，植被发育，山顶以

尖顶为主，部分浑圆，山体宽大，山势陡峭。

丘陵台地，广泛分布于滨海及盆地四周，海拔高度少于500米，切割深度少于200米，山坡

坡度在10---,30度之间，山顶浑圆，沟谷发育，河水流动缓慢，河流网布其间。

堆积地，分河流堆积、海洋堆积和风积三种形式。河流堆积，主要表现为山间盆地，从其形

态可分为两级阶地，一级阶地于沿河两岸呈狭窄状分布，海拔一般低于5米，高出河床2米左

右，阶面平坦，出露宽度100"-1000米，横坡降1～3。，纵坡降3。左右；二级阶地散布于山坡脚，

一级阶地的后缘，海拔高程一般8"-'12米，高出河床一般5～8米，出露宽度300米左右，阶面

不平坦，由后缘向前缘倾斜，坡度3～5。。海洋堆积，海拔高程一般2～3米，地形平坦，向海缓缓

下降。风积，以沙丘形式出现，海拔低于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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