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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区示意图

综合大楼

广东省水利系统

中共广东省水利厅党组

广东省水利厅

评为广东省水利系统文明单位

灌区鸟嗷图

职工娱乐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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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北一级电站，廊田电站

廊北二级电站

由廊北水利供水发电的月岭电站

级电站发电车间一角

二级电站发电车间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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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水圳嶂下管理站

廊田水圳白山管理站

东北水圳1月岭头管理站

东北水圳I长迳管理站

东北水圳茅油冲管理站 东北水土¨f铜坑渡槽



东北水圳渠首

廊北二级电站发电水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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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水圳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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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田水圳I陂头

白山溢洪道

职工正在抢修渠道

官圳l陂头

水渠三面光

改造中的倒虹吸管工程



篮球友谊赛

职工文娱活动

廊田镇第七届运动会入场式

运动员合影

职工跳交谊舞

磊翟主畸

廊北运动员合影



序

《廊北水利工程志》在廊北水利工程志编写组的努力下，现在

和读者见面了，可喜可贺。

廊北水利是解放初期兴建的。灌区广大农民为了打好农业翻

身仗，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一个兴修水利的高潮。他们自带粮

食和工具奔赴水利工地，劈山挖地，艰苦奋斗，建成了具有当时

粤北第一个倒虹吸管引水工程的廊田水圳，架起了粤北水利工程

第一大渡槽，筑起了当时乐昌灌溉能力最大的东北水圳，兴建了

解放后广东省最先发电的3座小水电之一的廊田水电站⋯⋯。充

分显示了灌区人民“敢为天下先"的气慨。

管好水，用好水，这一使命落在廊北水利管委会的干部职工

身上。为使水利工程效益功在当代，利泽后人，他们40年如一

日，汛期寝吃不安，旱天风餐露宿，日夜奋战在圳堤上；农忙季

节他们开源节流，合理调节用水，使灌区每一块农田都得到灌溉。

他们用汗水换来了灌区粮食年年增产、岁岁丰收，奠定了主要灌

区廊田成为乐昌“粮仓’’的地位o

水，是财富之源。廊北水利的管理者们，面对市场经济的发

展，他们决心在水资源这一优势上作文章。首先把廊田水电站的

装机容量扩大到765千瓦；然后又利用廊田水电站的发电尾水，

建起了低水头水电站，每年可增收40多万元，为单位注入了新鲜

血液；他们还利用提高前池的水位，使发电机多出力；利用沙包

提高水陂的水位，使水圳流速加快；他们还摸索了一套合理排灌，

节约用水的灌溉方法。在40多年的治水用水的过程中，廊北水利



的管理者们不仅在经济上获益，在思想观念的转换与重塑上获益

更丰。树立了廊北水利一代人爱惜水资源、科学用好水资源的典
#

’

，巳o

《廊北水利工程志》以翔实的史料，流畅的语言，具体生动的

描述，再现了灌区人民和廊北灌溉工程管理处的干部职工治水、

管水、用水的历史，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愿你们在今后管水、用水的实践中为灌

区的农业发展再创辉煌；也祝愿廊北水利把水资源再利用这篇文

章做得更美妙，实现廊北灌溉工程管理处可持续发展，永泽人间o

·2·

马森超

2000年6月

(作者系乐昌市委副书记)



凡例

一、本志记述廊北灌溉工程管理处的兴建、发展的历史，着

重于中共三中全会以来的记述o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构成。按章、

节、目排列。全书由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等部分组成。专

志共8章26节，以横排竖写、纵横结合。

三、本志上限为1954年，下限至1999年。

四、本志使用的数字为汉字和阿拉伯字2种。习惯性用语、

缩略语用汉字，其他场合用阿拉伯字，小数点后面保留1—2位。

五、廊北灌溉工程管理处的名称改换了4次，本志均按当时

历史名称记述，分别简写为：廊田水圳管委会、廊北水利管委会、

廊北水利管理所、：廊北水利管理处。

六、计量单位，本志均采用公制o

七、本志不设人物传，对人物的记述采用以事系人的方法记

叙o

八、本志所用的资料来源于乐昌档案局、廊北水利管理处的

档案室，以及老一辈的水利工作者和廊北水利管理处的干部职工

的口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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