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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一批实现了初级农村电气化县

▲水利部颁发的初级电气化县达标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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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宗县办水电站——
白水砾二级站机房外景

▲陈屋坝面流消能水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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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宗小(一)水库一白水砾水库 ▲目前最大的水库一迥龙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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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党的四项基

本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水利发展的史实。

二、本志取事，详今略古，上限追溯至1582年(明万历十

年)，下限至1987年，但对个别事项为了记事的完整性，则适当

下延。

三、本志以类系事，以事立章，横排竖写。概述叙议结合，

总摄全志；大事记纵贯古今，记叙大事、要事和新事，均不列入

编章。本志分章、节、目、子目编排，共9章39节，以记叙为

主，拜fl蚴y,必要的图、表、录。彩色照片集中卷首·附录之文

件，按原文层次不变。

四，各个历史时期行政区划的机构沿革名称、官职、地名，均

按当时习惯称谓：1949-1957年划为区、乡；1958 1983年命名

为公社、大队、生产队；1984 1985年改称区、乡、村；1986年

后改为镇(乡)，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

五、历史纪年，建国前，用汉字按朝代纪年，括号内注明公

元年份；建国后，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公元纪年。文中第一次出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用全称，其后称建国前或建国后。

六，本志凡简称党的均指中国共产党；凡称省委、地委，市

委、县委及党支部的，是指中国共产党所在地组织；在建国后凡

称县府、省府或政府的卸指人民政府。

七、本志所述地面高程或水位，除文中有特别注明外，均指



珠江水准基面o

八，本志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词

把，成语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 ·

．．：_冼、．本志记事涉及的人物，均以事系人，秉笔直书，不加

褒贬。。

十，本志的资料来源。历史资料引用广州市中山图书馆和

《长宁县志》，近代资料来自县档案馆、县统计局、县水电局和

各镇(乡)水管所及有关单位提供，鲜采访民I'．-1口碑，经考证鉴

别后载入。

十一、本志所附地图之边界，不作为行政区域界线争议的

依据．



序

固无史无以明治乱，县无志无以明兴革。修志乃传世之作，

历代视为大事。

新丰县位于本省的中部偏北，处于东江和北江流域的中上游

地区。山高林茂，雨量充沛，河流众多，坡陡流急。蕴藏着丰富

的水力资源，又有悠久的治水历史。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的38年中，水刹建设的规模、速度和成果，都是史无前例的。

共建成大小水利设施一大批，使灌溉面积比建国前翻了一番；小

水电建设更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至1987年，拥有装机容量

31594千瓦，年发电量一亿度以上，农户用电覆盖率达93％，成

为全国第一批100个“初级农村电气化县"之一。这是全县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辛勤劳动的结晶，也是水利工作

者呕心沥血的成果。将达些治水实践，编修成一部水利专志，实

属众望所归。可是，自明朝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设置长宁县

以来，历420年，仅存清朝道光十九年编修的《长宁县志》一部。

该意对水利的记述仅376言，水灾大事记6条，记述河流1000字，

对人民荤众艰巨而复杂的治水描述仅凤毛麟角而己。

纵观历史，修意工作多在太平减世进行。建国后，百事待

举，修志工作当循次而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实行改革开放方针，形势巨变，四海安谧，政通人和，呈现出生

机勃勃的景象，乃修意的大好时机。在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和省、

市，县的关怀指导下，于1985年4月20日成立《新丰县水利志》

编纂领导小组，手手拨专款，调集人才，广征博采，殚精竭虑，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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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载之功，六订纲目，两易志稿，有史以来第一部《新丰县水剩

志》终于诞生了，达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

《新丰县水利，志》是县内专志中的重要成果之一。修志者们

．本着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对历史资料，以辨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真分析研究，去芜存菁，去伪存其，

实事求是地记述；对建国后的资料，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如实地记载了水利工作的成就和

曲折。基本达到观点正确，资料翔实，论据充实可信。特别是根

据新丰水利的具体情况，各立专章，篇目设计合理，专业特点突

出，地方色彩浓郁，体现了时代风貌。志首冠以概述，使一篇在

览，纵未阅全志，对全县水利情况亦可大体了然，大事记以编年

与记事本来相结合之形式，为全志之纲要，各专章也各赋特色，
· 且文字通畅可读，与旧志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修志是一项巨大的综合工程。修志前，上级多次邀集专家学

者辅导指点。后经专人分编，圭笔统摄，反三复四而后成稿，印

发各方征求意见，再加以审阅修订，方提出评审稿。在评审中，

自理论至实际，自大耍至细节，反复商讨推敲，各献所见，纠缪

补缺，力求确当。主编人员既虚怀菩谷，倾听意见，复囱有主

张，知所抉择。众志成城，终成佳志。

新丰县今后的水利建设，任重而道远。据本人从事水剩工作

近30年的体会，在工程建设当中，如何寻觅符畲本县情况的最佳

方案，如何扬长避短，确非易事。不仅耍认识现状，还耍弄清其

历史脉恪，方能作出正确的决策，本志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借

鉴史料。对后人认识县愤．探求规律，正确决筻，无疑将会起到



其应有的作用。

《新丰县水利?意》的出版，是各方面通力合作的结果。对为

我们提供了宝贵资料的各部门和有关人士，对给予我们大力支持

和热情帮助的上级业务部门和县方志办公室，对辛勤耕耘，精心

著述的全体编志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赖道锋

1990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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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丰县水利志》编纂领导小组

， (1985年4月～1987年12月)
’

组 长：吴小勇

副 组 长：李成传赖道锋彭叔基

顾 +问：刘景棠

‘

成 员：陆云霓 陈继绍 刘德怀 潘俊明 潘锡华 温汝利

(1988年1月～1990年6月) ．

组 长：赖道锋

副组 长；字成传 彭叔基李继飘

顾 问：刘景棠
．

成 员：陆云霓 温汝剩 刘德怀 潘锡华 潘俊明 陈继绍

《新丰县水利志》编辑组

主 编：陆云霓

副主编：温汝刹

主 笔：陆云霓
’

采访和编写：陆云霓 温汝剩 胡克浓袁小莘 余小平 潘爱摹

李国平

封面设计和裣图s熊德文

摄 影；陆俊源

图片剪辑。陆云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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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新丰县位于广东省的中部偏北，东接连平、河源，南连扶化、龙门，露秘荚德，俦

岗交界，北与翁源为邻。其地理座标是；东径113’4,3、～114936、，北纬23。53．、

～24。17、。全县东西最长98．‘公里，南北最宽39公里。根据县农业区划办公室，

1982"--1984年量算的总面积为2015．2平方公里，占金省面积的0．95％。其中山地面积

1698．9平方公里(合254．84万亩)占84．3％；可耕地面积173．2平方公里(合25．98万亩)

占8。8％；水域面积42．9平方公里(合6．43万亩)，占2。l％；其它用地100．2平方公里

(台15万亩)，占5．0％。是一个山多田少的山区县。

境内山脉延绵，山恋起伏，一般山岭均在海拔500一,800米之同，其中海拔千米以上

的山锋有‘6座。在县城北面的君子蟑之北，有远望如螺髻，长年云雾缭绕的云髻山，俗

称“亚婆髻"，海拔高程1422米，是全县高山之冠。

山地植被良好，无大面积的水土流失现象。建国初期，森林覆盖率达80％，据林业

部门1983年调查，全县有林面积132．5万亩，森林覆盖率下降为43．8％。

县内地势以东西稍低，中部较高，形成东江和北江水系的天然分水岭。由于境内高

山环抱，形成一条条狭长的山谷地带，和一个个小形盆地。耕地和房舍分布于沿河两岸

的山谷盆地之问。因此，耕地相当分散。

县内河流众多，水源．}富。集水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一条干流和八条支

流。并分属东江和北汪水系。属东江承系的有新丰江干流及其二级支流的梅坑河、双良

河、羌坑河、层坑河、大席河(过境)等，还有文义、路下、黄草洞和大席一些支流，

总集水面移zd240．0平方公里。属北江水系的较大河流有回龙河、沙田河和遥田河，以及

流入周陂水的有松山，黄沙坑、梁坝等小河流，流入龙仙出的有茶洞和秋洞的小河流，

流入自沙河的有高墩、维新的小河流，流入流溪河的有石桥小溪，总集水面积754．6平

方公里。

县内河流的主要特点是坡降大。除新丰江千流外。其余均在10‰以上，蕴藏着丰富

的水力资源，现已查明其理论蕴藏量达13万千瓦，可开发量lo．5万千瓦。由予河道弯

曲，流向多变。洪水时，往往河岸被冲，导致岸崩田毁。

本县地处北回归线稍北，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冷热交替明显，千湿两季分明，

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四季宜耕。根据新丰气象站资料记录，其气象特征为·多年平均

气温20．3X：，最冷为1月份，平均气温11．o．C，最热为7月份，平均气温为27．6℃o极

端最高气温38．3℃。发生子1980年7月1 0日，极端最低气温一‘．5℃，发生于1967年1

月17日。全县各地多年平均气温为11．7-'-'20．6℃，最冷的1月份为8．4～11．0．c，最热



的7月份为25～27．9"C。

县内雨量充沛，全县多年平均降雨量1853毫米。但又具有地区的差异性和年际变化

大及年内分配不均等特点。南部降雨量较大，西北部则较小，最大年与最小年之比，相

差lj3～1．75倍，丰枯年对比在1．7倍左右，年内降雨大部分集中在汛期(4～9月)，

占年雨量80％左右，其中尤以5～6月份更突出，占年雨量的40％左右，丽当年lo月至

次年3月的桔水期则仅占年雨量20％左右．是一年中的旱季。所以，每年冬春旱、夏季

多雨已成一般的规律。

据岳城水文站查测得历史最高洪水位为162．16米(珠江基面。下同)，相应洪峰

流量1620秒立米，发生于1947年6月8日：据1960,-,-1987年实测多年平均水位143．90

米，多年平均流量为21．1秒立米·实测最高洪水位150．57米，发生于1983年6月18日，

实测最大流量1430秒立米。发生子1964年6月15H。实测最小流量0．83秒立米，发生予

1963年6月2日·
．

今新丰县境，秦属南海郡龙川县．汉属博罗县。南齐高帝二年(公元480年)析置新

丰县，因境内有新丰河而得名，属广州郡。至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称休

吉县，属循州郡。席炀帝大业初(公元606年)并入河源县，属龙JlI郡。至明穆宗隆庆

三年(公元1669年)再析河源、翁源，英德兰县地，重行置县，改名长宁县，属惠州

府．清因之·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复名新丰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属粤北地区。】951年冬改属东江地区，1952年春又改属粤。

北地区。

1958年冬，新丰、翁源两县合并，称翁源县，至1959年冬两县再分开，复名新丰

县，属韶关地区。1975年1月至1987年底划为广州市管县·

县内行政区域和体制曾多次变动，1 987年划为七个镇，三个乡，共143个村民委员

会，总人1：3205016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01．7人，其中农业人1：3 178970人，按县统

计局统计的耕地面积150568亩，其中水旱E1118365亩。农业人平耕地0．84亩，人平水旱

田0．66亩。

为解决农田灌溉，新丰人民早就注重兴修水利，而且能利用水源及天然条件，或直

接开渠弓I自然水，或筑陂拾高水位引水，或建水车提水，或建山塘蓄水，对隔岸者，则

建渡槽引水，再开渠导入田间。这在《长宁县志：》中都有较精僻的记述。据调查，马头

雅盖坑之坪山山塘，即由当地温姓之祖公，予清乾隆初年始建，距今已有250多年之历

史。可见清朝以前的水利已有相当发展，且所建工程亦颇具科学性。

民国时期主要是建了福水陂。该工程为本县当时最大的水利没施。是由橱水村热心公

益人士余明耀发动福水群众自筹资金和材料，从1933年开始兴建，历时八年，至1940年8

月才建成．使福水村千多亩农田得到了充足的水源，又解决了当地700多群众的食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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