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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的编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客观真实地记

述全市水电事业的历史发展变化和现状。

二、本志属梅州市志系列丛书之一，记事上限从南汉乾和三年

(945)设敬州开始，下限至1990年底止，为了个别重大事件和主要项目

的完整性，作了适当的延伸。

三、根据“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着重记述近现代的物事，

尤其是突出记述改革开放以来事业发展变化的状况，充分反映时代特

点、专业特点和地方特点。
’

‘四、建国后，本市行政体制区划沿革：1949年10月成立兴梅专区，

辖梅县、兴宁、五华、大埔、丰顺、平远、蕉岭7县；1952年8月撤销专区

并入粤东行政区；1956年2月撤销粤东行政区，设立汕头专区，兴梅各

县归属该专区；1965年7月，兴梅各县从汕头专区划出设立梅县地区；

1988年1月改为梅州市，辖7县和梅江区(县级)。本志主要记述兴梅

专区、梅县地区、梅州市及所属各县(区)的有关事项。

五、本志由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综合组成。以文为主，辅以图

表、照片。以事物的自然属性和科学属性分类，横分门类，纵向记述，运

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组合。全志设编、章、节、目四个层次，共十编、

三十一章、七十四节，成书约40万字。

六、本志卷首设序、凡例、概述、大事记；主体为编、章、节、目记事；

卷末附录、编后记。各编、章、节具体记述前，以无标题文字概括内容梗

．％
、



概，勾勒轮廓、特点，陈述利弊，议论优劣，揭示规律，以作阅读该部分内

容的提示。

七、政区、机关、官职名称，按历史称谓。历史地名用古称，并括注今

地名，现在地名一律以市地名志办公室公布的为准。

八、纪年：历史朝代先书朝代年号，括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用阿拉

伯字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

九、文中所用“党的”、“党组织’’、“党和国家"和“党’’，是指中国共产

党。建国前(后)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后)。一些较长的名称、

词语需简称时，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再括注简称。

十、数字、计量单位，一律按国家有关单位颁布的标准记载，辑录历

史记载的括注折实的法定计量单位记载。

十一、本志行文按中央有关规定，用规范的语体文，文风力求统一，

并做到严谨、朴实，文字准确、精练、流畅，采用国家正式颁布的简化汉

字。

十二、本志资料来源于历代州、县志、新编县志，以及档案资料、报

刊、专著，经考证后载入，不一一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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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梅州水利志》经过全体编修人员八年的努力，数易其稿，终于成书

与渎者见面了。它是我市水利史上的第一部专业志，是一部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和知识性为一体的好书。它的出版

是我市水利建设的一件大事!

梅州领域一万五千八百平方公里，素称“八山一水一分田’’。境内重

峦叠嶂，河溪纵横，自然资源丰富。勤劳智慧的梅州人民，不仅在这里造

就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使梅州成为有名的“文化之乡"，还以不屈不挠的

抗争精神，世世代代与洪涝旱灾害作斗争，大兴水利，取得了巨大成绩。

先辈治山治水的历史功绩，永远鼓舞着后人不断开拓前进。‘

据历史记载，南宋开禧元年(1205)，大埔有蔡仙人捐资开凿水渠，

长七、八里，灌田3000亩；明进士兴宁叶塘乌池三世祖吴法谦在朱坑与

乌池交界处兴建石陂，渠长10公里，灌溉1500余亩，至今仍发挥效益；

明成化二十一年(】485)，五华周宣在五华油田乡兴建的长15公里的周

宣圳；清康熙廿一年(1862)，丰顺兴建的罗家约(今为汤南)八角塘水

库；清乾隆八年(1743)嘉应州守于霈主持在梅城东门外修建长1公里、

阔丈余的于公堤，以及民国19年(1930)兴宁华侨陈红楷兴办的新墟响

水径水电站(装机115千瓦，年发电量约5万千瓦时)等等，都为后人树

立了光辉的榜样，在梅州水利水电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我市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指

导下，发动全社会，实行洪、涝、旱兼治，蓄、引、提、电结合，大中小型并
、 1



举，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持续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至1 990

年，全市已建成大型水库2宗，中型水库11宗，小(一)型水库129宗，

小(二)型水库502宗，塘坝9058宗，蓄水总库容10．9亿立方米，兴利

库容7．2亿立方米；引水工程10775宗，引水流量80立方米／秒，陂头

5643座，有效灌溉面积182．16万亩；筑堤477条，长729公里，捍卫农

田35．7万亩，人口70．8万人；治理水土流失2】55平方公里；兴建小水

， 电站950宗，装机18万千瓦，全市用电覆盖率94．6％。目前水利固定

资产原值已达10亿元。

四十多年的水利建设，还培养和造就了一支作风过硬、技术精湛和

设备齐全的水利队伍。至1990年，全市水利队伍已达7849人，其中各

类专业技术人员1007人。市、县(市、区)设立了水利电力局，乡镇设立

了水利水电管理所，主要工程也设立了工程管理机构，形成了水利水电

管理网络体系。

今天的梅州水利，已成为我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

施，梅州水利的建设和发展，使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环境得到了改善，

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四十多年的实践证明，

水利不仅是我市农业的命脉，也是我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产

业。

在我市水利建设虽然取得瞩目成就的今天，全市水利工作者将以

这部水利志为借鉴，继往开来，锐意进取，奋力建设二十一世纪的发达

水利。一
，

‘|

《梅州水利志》的出版，必将会在我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产

生积极作用，也将会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借此机会，谨对为这部水利

志的问世而辛勤工作的同志们深表敬意和感谢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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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此志的编纂因时间仓促，又缺乏修志经验，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

请各位行家、读者批评指正。

王 樾

一九九五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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