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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最不可缺少的要素。水利是农业的命

脉，电力是工业的先行，它们都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

础。但由于自然条件及其他人为因素的限制和影响，水往往也会给

人类带来洪：旱，涝，渍，水土流失等灾害，使工业生产，人民生

活以致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

：， 长期以来，兴国县的劳动人民和全国其他各地的劳动人民一

样‘，：在生产实践中运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兴修水利，防治水害与大

自然搏斗，积累了经验，创建了不少灌溉，+防洪工程，为生产的发

展提供了条件。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

府英明、正确领导下，十分重视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在政策，资

金，器材、技术方面大力给予支持，激发了全县人民兴修水利、兴

建水电站的热情与积极性，使兴国县的水利，水电建设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从低级到高级迅猛的飞跃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目

前，无论是从数量上，质量上，类型上，规模上还是效益上、技术

水平上来看，都远远超过了建国前几千年的成果。这些宝贵的上亿

元的水利、水电工程固定资产为全县工农业持续蓬勃的发展，人民

生活水平不断的改善，提高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全县劳动人民和广大战斗在水利，水电战线上的技术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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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人员、管理运行人员用他们的智慧、才能辛勤忘我的劳

动，战天斗地的勇气谱写出来的史实，理应妥善地及时总结，整理

成为历史文献流传后世。古语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邦国者以

志为鉴。《兴国县水利志》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编纂的。这是兴国

县有史以来第一部记载水利、水电建设发展沿革及现状的专业志，

通过文字、图表、照片、数据如实的反映了兴国人民与大自然拼搏

的概貌以及经验、教训，起到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兴国县水利、水电建设虽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今后的任务

仍然十分艰巨，全县还有15万亩农田缺乏灌溉设施，20万亩中低产

田需要进行改造、1．5万千瓦水利资源尚待开发，以及已建工程的

·续建配套、农村电气化、经营管理等许多方面的工作要去做，，’这些

任务是须要几代人以坚定不移的信心、坚韧不拔的毅力，顽强拼搏

的意志、辛勤忘我的劳动、先进科学的技术、．一丝不苟的精神才能

完成。这是一项平凡而又崇高的事业，我希望通过这部《卷国县水

利志》能给所有从事水利、水电事业和热爱，支持水利．，水电事业

的人们，从中吸取到一些有益的启发，共同为振兴兴国，实现社会

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

兴国县水利电力局局长

曾宪松目，C1’A

一九八九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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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

-o

二，本志记录本县水利电力建设实绩，突出地域性，本着古今

并载、远近并列，略古详今，略远详近、繁事简文、实事求是，宁

缺毋滥的原则如实反映事件的本末。

三，全志编写，横排门类、纵写史实，纵横结合、以类系事，

志，记、述、传、图、照、表，录综合运用方式进行，将历史资料

纳入有关章、节统一编写。 一

四，本志一律用语体文撰写，其引用古代志籍中的资料则照录

原文，对其政权、官衔均按当时习惯称呼，不另加政治性定语或褒

贬词，必要时加以注解。

五，本志上限追溯到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 82年)兴国建县

时，下限断至19 85年底，个别事件延至结束时止。

六、本志所引资料，俱以历史档案、志籍、县计划委员会，县

统计局以及县水利电力局有关数据、技术文件为主，必要时引用有

关报刊杂志及经过核对的当事人回忆录等互相参证。．

Z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一2一凡 例

七，本志只反映事实，力求避免掺插编纂人员的评述，以防止

主观臆断，歪曲历史原貌。

八，本志按生不立传的原则，不另设人物篇，对在水利水电战

线上有功人员，采取以事系人方式在有关章节中表述，个别烈士传

略亦附于相应章节中。 ．

九、清代以前的资料以同治十一年《兴国县志》及康熙朝张尚

瑗编纂的《潋水志林》为准，文中不再注明出处。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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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一述

兴国于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 82午)建县，迄今已有千余年

硒炎o

：： 县城位于江西省中南部、赣州地区北部，东邻宁都、于都，北

连永丰、吉水、吉安、泰和，．西接万安，南毗赣县。地处北纬

26。037—2 6。41 7、东经1 1 5。0 1 7--1 1 5。5 1 7之间。．属罗宵山脉与武夷

山脉之间的雩山山区。北、东、西三面多为中低山，峰峦重叠，地

势高竣，一般地面高程均在海拔300米以上，最高的大乌山，高程

为1204．5米。中部及南部以县城为中心，形成不封闭的盆地，海拔

在1 30米至1 50米之I"．-1，盆地四周为丘陵及岗地。

全县土地总面积为321 4．46平方公里，其中山地2240平方公

里，1985年底有耕地477934亩，内水田4274'62亩。总人口5 3 1 427。

入，内农业人口496477人，占9 3．42％，农业劳动力1 87033个，是

以农业为主的县。辖有27个乡、2个镇、4个国营林场，35 1个村，

4507个村民小组，101687户。全县人多田少，人均耕地约0．9亩，

按农业人口人均0．96亩，低于全国、全省人均占有耕地水平，但人

均山地较多、为6．32亩，按农业人口人均6．77亩。

兴国县属亚热带东南季风气候区，湿润温和、四季分明，，雨量

充沛、光照充足、无霜期长。



一2一概 ．述

多年平均气温为1 8．9℃，年极端最高气温为39．4℃、 出现在

1 971年7月25日，年极端最低气温为一5．2℃、出现在1 957年2月

11日及1967年1月17日。平均无霜期284天，初霜期一般在12月初。

雪期较短，一般多为霰粒，冻雨常见。．

相对湿度适中，月平均值为77％，最高的5、6月份可达82％，

秋季则常小于72％。光照充足，多年平均日照为1 924／],时，日照率

为44％，多年平均太阳幅射量为469．5千焦耳每平方厘米。

年降水量多年平均面值为1539毫米、降水天数为128夭，但在

时空分布上明显不均匀，一般是山地大于丘陵盆地，北、东大于南

部，北、东部的茶园、均福山、古龙冈为暴雨中心，多年平均降水

超过1600毫米，南部龙口等丘陵地区则仅为1 372豪米， 偏少

14‘．25％。在年际分布上则更为显著，实测最大年降水量为1971年

六科站的‘2467毫米，最少年降水量为1962年龙口站的794毫米7，丰

枯比为3·l。年内降水分配也不均衡，4月至9月为汛期，’多年

平均降水量1088毫米，占全年的70．7％j其中4月至6月主汛期内

降水量745毫米，占全年的48．4％。暴雨多发生在这段期间。实测

最大日暴雨为古龙岗站1984年5月3 1日的207毫米，最大三日暴雨

为长龙站1961年4月下旬末的308．1毫米。据统计分析，发生在4

月至6月的暴雨次数占全年的63％，3月至8月占86．4％。

由于降水充沛，因此地表迳流也较丰富，多年平均年总迳流量

为26．87亿立方米，其中3月至8月计19．86亿立方米，占全年的

74％。实测最大年总迳流量为1973年的48．95亿立方米，最少为1963

年的9．12亿立方米，丰枯比5．36，可见年际变化大于降水量的变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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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风速变化不大，平均约为每秒2米左右，春、’夏偏南风，

秋冬偏北风，最大风力为1 o级．．出现在I 973年4月l 1日清晨，台风

季节常发生短时7级以上大风，、并伴有雷雨。． ?j

，1，全年平均蒸发量约1700毫米左右，随季节不同各月差异较大，

据1957年至1 985年观测统计以2月份为较少计56．一毫米，7月份最

大计27 4．6毫米。

．兴国是长江以南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列为全国水土保持重点

治理县之一。据1 980年全县水土保持综合区划普查，总流失面积

1 900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84．78％，其中：中度以上面积约

占一半、为961'平方公里。光山秃岭到处可见，河道淤塞情况严重，

平固江含砂量居全省第二。根据典型调查与实测资料分析推算，水

土流失区综合侵蚀模数为每平方公里2073吨(折合155l立方米)，‘

全县为1224．2吨(折合915．8立方米)，年产沙量约294万吨，可见

水土流失之严重，所以水土保持是兴国县极为重要的工作。

。、·县域地势高于四周邻县，故所有河流均发源于县境内流向四

邻，可分为五片小水系。最主要的是平固江，属赣江水系的二级支

流、经与赣县交界的龙口圩至江口镇汇入贡水，县境内流域．面积

222 l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68．77％，有潋水，j岁水两条大支

流、及lo平方公里以上能j11,支流40余条；东北部贺堂、枫边、 良

村、南坑、城冈乡部份村的6条溪河流入永丰县境内的孤江汇入赣

江，县境内流域面积535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16．64％；北部

均福山林场及贺堂乡、．崇贤乡部分村的2条溪河流入泰和县境的云

亭河汇入赣江，县境内流域面积63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

1．96％；西部均村乡及永丰乡部分村的2条溪河经万安县的良口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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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赣江，县境内流域面积260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8．09％；

东南部留龙乡的2条溪河经于都县梅江汇入贡水，县境内流域面积

8l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2．52％。·’

由于降水充沛、地势较高、溪河纵横、落差较大，故具备水力

资源开发条件，但因处于溪河源头，流域面积不大且另星分散、缺

乏理想调节水库坝址，多系迳流式电站，故水能蕴藏量及可能开发

量，相对来说还不丰富，尚满足不了全县农村电气化供电需要。据

考察、全县理论水能蕴藏量为9．2万千瓦，可能开发量为3万至3．8W

千瓦，现已开发近1．6万千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土地私有、且大部分为地主所占，

佃农、雇农为之耕作，少数中农，贫农土地不多又较分散，故不具

备兴修犬，中型水利的条件，灌溉设施简陋、技术落后。查考历代

县志，对水利一章都极简略。事实上建目前县内主要的水利工程都

是一些简易的陂坝、山塘、平塘、无坝引水圳。提水工具则为足踏

水车、牛拉水车、筒车和戽斗等。大部分农田均靠天然降水，抗旱

能力很差，农业产量很低。民国时期，内战连年，，民不聊生，政府

更无暇顾及水利建设，没有什么发展。苏维埃时期，土地分到农民

手中，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非常重视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

群众积极性也很高，但限于当时的技术、财力和战争环境条件所

限，也只能是发动群众、依靠劳力兴建和整修一些陂坝、山塘、平

塘、河堤等小型工程，更谈不上水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据可查考的资料记载，1949年建国前，全县共有水陂696座，

水圳(无坝引水工程)702座、大山塘4座(当时称为水库)，山、

平塘357 I=／、堤坝305处、水车筒车1 728部，有效灌溉面积9万亩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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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可见防洪、抗旱能力很差，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每亩仅150公斤

左右。
‘I

·7 1 949年8月8日，兴国县获得解放，成立了兴国县人民政府，

从此揭开了水利0水电建设的新篇章。建国后中共兴国县委员会和

兴国县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水利工作，尽管在当时支前、剿匪，反

霸、减租减息等任务十分繁重，政权刚成立干部很少、机构又不健

全的情况下，县人民政府于1 9j19年1 o月就发出布告和通令，号召

全县人民及时维修河堤、陂圳、部署冬修农田水利工作，并拨出稻

谷1 7．9万公斤贷给农民作为兴修水利工程急需之用，有力的支援了

冬修水利的开展。1 951年江西省水利局选定兴国县为水土流失治理

的实验试点县，成立了“兴国县水土保持实验区”，进行考察和探

索治理水土流失的综合措施，并从这年开始有计划的培训县一级的

水利技术干部。从此以后，全县的水利、水电、水土保持建设，由

无到有、，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一浪高。浪的蓬勃发展，取得

了呵喜的成就。三十多年来创建了上亿元的水利、水电工程固定资

产，为工业农业的增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起

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回顾其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 949年到1955年；是恢复，准备和试点阶段。这段期间主要是

维修、改造原有的一些较大的引水工程，培厚加固河堤险段；试点

兴修小型水库和大山塘、试办农村小型水电站，摸索水土流失规律

及其综合治理措施，培训水利、水电技术队伍，并作好大、中型工

程的规划，勘测、设计等前期工作。7年中共改建千亩以上引水灌

溉工程4座，、1建成小(二)型示范水库一一山田水库和赣南第一座

农村示范小水电站一一装机1 2千瓦的高兴永电站，完成了中型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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