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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志较详尽地介绍了潮州市的水利发展历程，突出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

后潮州市水利水电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本志共分十四章，另设概述和大事记。

书中采用文、图、表、照片及传记、摘录等形式记述，融思想性、科学性、资

料性为一体，是一部较好地反映潮州市水利的专业书。 ．，

本志可供水利工作者及有关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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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卅市水利志
， (内部发行)

编者：潮州市水利局

验收单位：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批准印刷单位：潮州市新闻出版办公室

印刷单位：潮州市红蜻蜒电脑设计中心承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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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市水利志>编纂小组

组 长：陈江忠

副组长：陈芳步 陈仕谦

组 员：孙振邦 杨忠顺

《潮州市水利志》编辑组

主 编：陈仕谦
‘

编 撰：陈仕谦 孙振邦

制 图：林美纯 孙振邦

摄 影：周一鸣 陈传浩

出版审修：陈德彬 林‘康

出版审定：雷健民

封面设计：林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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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按照志书的要求，结合本系统

的实际情况进行编纂。

二、本志是潮州市历史上第一部水利专业：志．正文共14章，‘按横排纵写方法进行

编排记述，配合志书内容的编辑要求，分章，节、目三个层次撰写，并运用图表，照

片穿插于各项记述之中。全志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三、本忠按“详今略古”．“以类系时”的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的史实。

四、本志的年代断限：上限至可能追溯到有资料可考之时，下限止于1985年。本

志的记述范围为1985年的潮州市辖区。

五，本志实事求是地收录旧志水利的历史和现状，不加褒贬评论，对资料进行鉴

别．考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o

六，本志所载历史纪年．地理名称，政权机构和官职等，均按当时称谓。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所引用的文献，碑记，仅在丈中开列名称，并注明“详见某篇”。

八、本志中历代称谓沿用简称，如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民国

等。朝代纪年用帝王年号，夹注公元、干支。

九，本志地面高程，如采用假设基面的在括号内注明，未注明者均为韩江基面

(韩江冻结基面以上米数一2．353米=珠江基面以上米数)o

十、本志行文中的单位代号除用汉字表示外，均以阿拉伯数字书写，采用法定计

量单位o 。

十一、本志引用的旧文献资料，原文没有标点符号的，均由编者加上标点符号。

十二、本志古代资料依据旧志文献： <潮州府志>． <海阳县志>， <潮州

志>、 <广东通．5-)、 <潮州耆旧集>， <韩江闻见录>等。其中<溯州府志>无注

明版本者，概为清乾隆周硕勋<潮州府志>； <海阳县志>无注明版本者，概为清光

绪卢蔚猷<海阳县志>o

十三．本志近代和当代资料，主要查阅档案及<堤防历史编年表>． <潮安水文

站资料>，并进行采访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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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乃万物生命之源泉，是人类活动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兴水利，除水害更是历代治国安邦之大事。

韩水滔滔不息，穿越粤东古城，潮州人民既受灌溉舟楫之利，又遭洪水肄虐之

害。因此，历代人民同自然灾害进行着长期的斗争；然而旧中国留下的水利设施却残

缺不全，且规模小、标准低，水旱灾害相当频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中国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潮州市水利建设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效益之显著，是

史无前例的。欣逢盛世之年，大书特书潮州水利建设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根

据国务院关于编纂地方志的指示精神和省水利厅的部署，我们特编纂<潮州市水利

志>，以期达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显示社会主义的时代特征，为两个文

明建设服务。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力求章、节、目布局合理，对资料的筛选和撰写，坚持详

今略古，古为今用；详独略同，删繁就简；以类系事，时类并拳。

潮州名城，历史上是潮汕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众多的宝贵文化遗产

中，治水的历史资料很丰富，反映我们的祖先与自然作斗争的真实记载，是我们研究

水旱灾害防治经验和教训的见证。本志经过反复修改补充，力求突出潮州特点，揭示

古今水旱灾害变化与治水斗争历程，并以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与现状作为主体内蓉，

反映当代人民群众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开展气势宏伟的水利水电建设取得的成

就，同时也记录了某些应予吸取的教训，作为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潮州市水利志>成书出版，力求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为进行市

情教育、爱国爱乡教育提供了一部生动翔实的资料教材。这将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

采；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作用，其意义十分深远。

现志书出版发行，限于编者水平，且缺乏经验，加之资料不全，志稿虽几经修

改，但不足和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望专家和读者给予指正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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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3·

潮州市有着1600多年的悠久历史。潮州远古属南交之地，三代(夏商周)属扬州之南

裔、南越、百粤。秦代属南海郡地。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属南海郡揭阳县。潮州的

前身海阳县，建制始于东晋咸和六年(331年)，属东官郡，海阳因南濒大海而得名。隋开皇

十一年(591年)，在义安郡境立潮州。潮州以“潮水往复”而得名，潮州之称自此始。海阳

县是历代郡、州、路、府的行政机关所在地。民国3年(1914年)，海阳县因与山东省的海阳

县同名而改称潮安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潮安建制几经变动。1953年，潮安县析出

城区及城郊置潮州市。1958年撤潮州市并入潮安县。1980年恢复潮州市，与潮安县分开建

制。1983年7月1日潮安县并入潮州市。新中国成立后至1985年间，潮安县、潮州市先后属

潮汕专区、粤东行政区、汕头专区、汕头地区及汕头市(潮州市于1989年1月改由广东省直

辖。1990年1月定为副地级市。1991年底升格为地级市，管辖新设置的湘桥区、新恢复的

潮安县及原汕头市的饶平县的行政区划)。

潮州素有“海滨邹鲁”、“岭海名邦”之称，是个著名侨乡，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986年12月8日国务院批准)。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潮州一直是潮汕地区的政治、

文化中心，在汕头市兴起以前，潮州还是汕头地区以至粤东地区的经济中心。

潮州市位于广东省东部的韩江中下游，处北回归线以北，东经116。22‘～116。49。，

北纬23。26’一24。00’。东及东北接饶平县，南与滨海汕头市、澄海县相连，西南部毗

揭阳县，西北倚丰顺、大埔县。平面地形如掌形，南北长而东西狭，南北最长距离63．25

公里，东西最宽距离47．65公里，总面积1410．9平方公里。市辖3个镇、25个区和一个国营

林场，524个乡，2068个村民委员会。1985年，全市共有193302户，总人口121．45万，其

中农业人口94．9万，占总人口的78．2％。总耕地41．3137万亩，其中水田33．2827万亩，旱

地8．031万亩，人均耕地0．34亩，农业人口人均耕地0．43亩，低于全省人均水平．．

潮州市东、西、北三面环山，南属平原。由于是韩江三角洲与山地的过渡地区，地形

比较复杂。在总面积1410．9平方公里中，高山区116．54平方公里，占8．26％；低山区497．

9l平方公里，占35．29％；高丘区106．66平方公里，占7．56％；中丘区38．37平方公里，占2．

72％；平原区651．42平方公里，占46．17％。全市有山地114．6l万亩，现有林面积55．2万

亩，复盖率为27．5％。主要山峰分布在东北和西北部，山脉可分为东西二支：东支居韩江

东面，以凤凰大髻为最高峰，海拔1497．8米；西支山脉居韩江西面，以笔架山为最高峰，

海拔1031米。地形自东北向西南倾斜，庵埠附近地面为最低，标高3～4米。

水陆交通，陆路有广潮、潮汕、护堤、潮丰、安揭、安黄诸公路，分别与毗邻的汕头

市、澄海县、饶平县、揭阳县、丰顺县沟通。市内各区圩镇均有公路连接，总长820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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