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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是《高明县水利志》续志。上限从1 987年初起，

下限至1 998年底，大事记则延至1 999年，所写的事均与《高

明县水利志》互相连贯。

二、本志按章、节、目排列，横排纵述，穿插图表，全书近9

万字，分1 1章，4 1节。行文使用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不作评

述，寓观点于材料之中。

三、本志重点记述高明12年来水利的发展和变化，尤其

是对防洪工程，防汛、防旱、防风及水利工程管理作了详细

记述。

四、本志所用高程均以珠江基面计算，计量单位：面积以

平方公里、平方米、亩、公顷为单位；体积以立方米为单位；长

度以公里、米为单位；重量以吨、公斤为单位；流量以立方米／

秒为单位；流速以米／秒为单位；币值以元为单位。

五、高明市原称高明县，1994年4月国务院批准撤县设

市。文内叙述事件时沿用当时称谓[包括县(市)、区(镇)、

乡(管理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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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市地处广东省中部，珠江三角洲西翼．濒临西江，东与南海、三

水隔江相望．南邻鹤山．西接新兴．北界高要 高明河自西向东贯穿全境

而汇入西江境内西部丘陵区．易旱；东部地势较低，河，涌纵横交错．

雨量充足．水源丰富．气候宜人，交通便利 十多年来．28万勤劳、勇敢

的高明人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团结奋斗 除害兴利，取得了两个文明建

设的辉煌成果，国民经济以年均递增22 8％的速度飞跃前进l 998年全市工

农业总产值已达到帅39亿元，年末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达2S 9亿元全市国

内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分别比恢复建制的1 9K1年增长31 6倍和39 5倍；

财政收入．居民储蓄存款也分别增长20】倍和2 30 7倍：多项经济指标人均

占有量均居广东省各县(市)前列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必需要水利，“水”

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物质财富．是人类生存．生活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

，它可以造福人类，也会殃及社会关键是人类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按照自
·：·

。

rt～。．然规律．运用科学方法对它进行治理，开发利用，使之成为“水利”。

奠一二’ 我们不会忘记：1988年9月发生的大洪水．高明境内堤段出现5处塌方、

． 、49处渗漏．23处裂缝等险情．淹浸农田2 35万亩，房屋560多间，损坏交通
．7一一．

-吨及输电设施一大批⋯⋯全市组织了6万多人次投入抗洪抢险才保住了堤段

●，



我们更不会忘记：】994年^月那次如年一遇的特大洪水灾害 高明大

沙围马蹄段决堤】41 5米，致使人和镇7个管理区17条自然村被淹浸．受

灾农田】8万亩，受灾人口1⋯fJfJ多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 5亿元这次特

大洪水的考验，使全市人民总结了经验；吸取了教训．迸一步认识到：当

今的水和J事业，是保障国民经济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事业．是我市

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除害兴利，利国利民 因此．各级政府把水利建设

摆上更加重要的位置，倍加水利投入，各部门、各单位的干部群众出钱出

力，连海外华侨，港澳同胞也积极捐资，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了化水害为水

利，大规模，高标准地根治洪涝旱灾的水利建设高潮：全面清理堤防障碍；

填塘固基；培厚加高修筑堤围；高标准改建．重建窦闸、排灌站等工程

水利建设出现了堤路结合，水利与农田基本建设结合．与农村的村容村貌

建设结合．与开发旅游景区结合的纵深广泛建设内容 沧江泵站的建成并

投入运行．揭开了高明市水利建设新的一页 水利设施的不断完善．带来

了农业连年丰收和经济飞速发展：1 992～1 994年我市两度入选全国农村综

合实力百强县(市)．1995年被评为广东省首批农村小康达标县(市)

l 987～l 998年水利建设的高速发展，记载着高明人民用心血和汗水写

下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英勇顽强地抗御干旱、洪涝灾害的光辉历程

前有所稽，后有所鉴．为了让全市人民深刻了解l 2年来水利工作的成就、

经验和教训．市水利局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专门组织人力，经过6

个多月时间．撰稿、核校、修改而编写完成了这部近9万字的“高明水利

续志， 这是一部翔实的，具有时代性、科学性和权威性的水利资料史书。

它将为高明市各级党，政领导及水利部门今后开展治水除害兴利提供可靠

的决策依据．借7高明水利续志∥成书出版之际。我谨向十多年来为本市

水秘事业，为抗击干旱供涝灾害而。出过力，作曲越嚣憨∞同毒们及为编写

这部志书而辛勤笔耕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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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全国第五次水土保持工作会议题词：

保持水土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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