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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委员会[(1983)第12号文附件]划定的界线为限。1949年以前的史实，’

按当时历史区域记述，并沿用旧名。

四、本志的专称，除初次出现时用全称外，其余一般用简称。如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初次出现后用“建国前"、“建国后"。又如中国共产

党在初次出现后用“党”。

五、本志对各历史时期的政区、政权机关、官职，一般按当时的称呼。

六、本志纪年，民国以前按历史朝代纪年记述，并用括号加注公元年号。

建国后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地面高程为黄海基面高程。水利水电工程高程为参照黄海基面

高程的假设高程。计量单位一般采用国家现行法定计量单位。

八．本志资料多来自县水电局及下属单位，县档案馆、县统计局，部份

资料来自从事多年水电工作者口述追忆。部分资料散失，无法核查，故有些

章节只记述大概，略其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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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位于广东省西北部，境内层峦叠嶂，茂林修竹，溪流均布，植被良好，雨

量充沛，水资源十分丰富。但建国前大好资源没有开发利用，水利失修，水旱灾害频仍。农业生产

条件落后，民食维艰。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兴修水利是治国兴邦的百年大计。建

国以来，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黼珞级人民攻府的领导下，以“敢教日月换新天一的英雄气概，
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积极兴修水利，防治水旱灾害，改变农业生产条件，经过38

年的努力，至I]1987年止，全县建成引、蓄、提灌溉工程132宗，有效灌溉面积8．77万亩，建成堤围16

宗，捍卫耕地1．916万亩，保护人口21030人，建成水电站48座，总装机容量20766千瓦。

全县的水利建设，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阶段，50年代，水利建设以维修．加固临时

性引水的木石陂和渠道为主，增加引水流量，在受旱严重的地区兴建山塘和小型水库蓄水防旱，以

改善灌溉条件。永和桂花水库就是当时比较有影响的工程之一。第二阶段，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后

期，水利建设以改建临时性木石陂为永久性圬工陂为主，灌溉结合发电。如分别于196辱年和1967年

动工兴建的永丰引水和安良引水工程。同时进行田问排灌系统整治，开“三沟?排“五水"，改造

低产田。第三阶段，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后期，水利建设逐步向较高层次发展，进入以山、7k,田，

椒路综合治理，大力开发幂q用水资漏建设和管理并重，在这lO年内，旱塘、沙布、莲塘，高场、
鹿鸣等5宗灌溉千亩以上结合发电的引水工程，以及天鹅水库，永丰，福堂河堤均先后建成，使我县

抗御水旱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也是在这个时期，小水电建设迅猛发展，相继建成三水．中和，班

罗，白沙、大冲，鹰扬关等电站37座，装机容量1．69万千瓦。1982年还制定了。(链山水利工程管理
条例》和水费征收办法等一系列地方水管理法规，并建立了乡镇一级的水利电力管理所。

38年来的水利水电建设的成绩是毋容置疑的，但仍存在着耕地的保灌能力不高，工程防洪标准

偏低，水力资源尚有半数以E未开发利用，7k幂,gk电工程的管理工作也还T-Jg如人意等方面的问题。
’

这些都有待我们再接再励，继续努力：把连山得天独厚的水资源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起来，造福于

各族人民。

回项既往，历尽艰辛，展望未来，任重道远。 (链山壮族瑶族自冶县水利志》的编辑出版，本

着详今略古的原则，主要记述建国后38年来，连山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展治水办电，除害兴利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我们工作中的经验和教

训，留存给后人，以期有所借鉴和启迪，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是为序。

孙国城

1991年7月



概 述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位于广东省西北部，东邻连南瑶族自治县，南连怀集县，西接广西壮族自

治区贺县，北靠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是广东省与湖南、广西两省(区)接壤的边远山区县。地理

座标界于东经111。55’至112。16，，北纬24。10’至Z4。52’之间，南北长64．5公里，东西宽23．Z公里，

南北两头宽大，中间狭小，形似哑铃状。总面积1265平方公里，其中：山地面积1098．72平方公里(合

164．81万亩)占86．9％I河流30平方公里(合辱．5万亩)占2．4％，耕地71．34平方公里(合10．7万亩，

其中水旱田8．89万亩、旱地1．81万亩)占5．6％，，其余为道路村庄，是一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

区县。

连山，秦时属长沙郡，自南北朝梁武帝天监五年(公元506年)始置县级建制近1500年，县名、

县治、隶属，辖区曾多次变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称连山县，县治设永和圩，以后几经并，

分，于1962年9月26日成立“连山僮族瑶族自治县”，i965年107]改为“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1967年迁县治于吉田镇。建国后曾属粤北行政专员公署，韶关地区专员公署、韶关市管辖，1988年

1月划归清远市管辖。 ：‘

1987年全县辖吉田、永和、太保、福堂、小三江5个镇和上帅．加田、永丰、禾洞、上草，大富’

三水J7个乡，72个村民委员会，483个自然村，以及禾洞农林场，大旭林场、连山林场(省属)。总

人121 93775人，其中挑79807人。壮族36727人，较集中居住在永丰．福堂，小三江，加田、上
帅等乡镇，瑶族4908人，多聚居在三水乡’另外还有满．蒙，回，苗、畲，侗，土家等民族z4人。

连山，地处南岭山脉西南麓，四周为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所环抱，境内群山重叠，其中海拔

1400米以上的山峰有14座，东北部的大雾山主峰海拔1659米，为全县最高峰；北部的大龙山主峰，

海拔1577米，为第二高峰，东南部有海拔1564米的-孑LI'-]山，西南角有海拔1469米的金鸡顶。地势由

东北向西南倾斜，南部最低处为水下桥(桥名)，河床高程107米。大致可分为北部中低山区，中部

高丘区，南部高丘低山区三种地貌，构成山地，丘陵、梯地、小块平原交错分布的复杂地形。山地

分布着亚热带常绿季雨林，植物物种繁多，植被良好，基本没有水土流失。岩石以花岗岩为主体，

其次还有沙岩、石英岩、页岩等变质岩。土壤以红壤土和黄壤土为主，其中红壤土分布最广。
‘

县境内河流纵横，四面分流，水质良好，河流总集水面积1583．98平方公里(计至各河流汇流

口)，其中县内集水面积1252．32平方公里，集水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永丰水(大滩河主

流)。沙田水，上草水．禾洞水、太保水，小三江水．上帅水和加田水(绥江之源)等8条，分别属

于珠江流域的西江、北江水系和长江流域的湘江水系，河床坡降大，水流湍急。本县多年平均降雨

量1800．4毫米，多年平均径流深l 179．3毫米，径流量14．92亿立方米，另有过境来水1．8亿立方米，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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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浅层地下水补给1．8fL立方米，水资源丰富，全县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92982千瓦，可选点开发量

64700千瓦。同时。为农业灌溉．工业用水，人，畜饮水提供了丰富水源。

连山，处于北回归线以北，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旱季和雨季

明显。据吉田气象站资料统计：多年年平均气温18．8"0，最高月(7月)平均气温27"0，极端最高气温

37．6"0，最低月(1月)平均气温8．7℃，‘极端最低气温一5．z℃，多年平均日照1467．9d,时，多年平均

相对湿度82NJ多年平均蒸发量1365毫米，7fl 186．9毫米为最大，干旱指数在039—1．71；之l'n-]J霜期在

37-92天之间。早春多阴雨，4-9fl为雨季，而4—6Y]降雨最为集中，占全年降雨量的46，9 oA，因此’’

易出现山洪灾害，夏秋又易出现干旱，9一lO月也易受“寒露风打为害。 ：；

水资源丰富是连山经济繁荣，生产发展的一大优势。早在北宋徽宗政和七年(公元1 117年)先

民就已筑陂开渠引水灌田，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水利设施仍非常简陋，

不足以抗拒旱洪灾害，农业产量低薄，民食维艰，贫穷落后。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连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从1950年开始就大力

兴修水利，筑陂修渠，以解决农田灌溉。为综合治理洪旱灾害，开发利用水资源，发展水利水电事

业，又进行水利化全面规划。通过水利普查，制定近期和远景水j}I腱设总体规划，贯彻“小型为主，

社队自办为主，配套为主，加强管理，狠抓落实"的方针，经过艰苦奋斗，不断总结经验，38年来

完成：：L方884．94万立方米，石方141．84万立方米，混凝土方18835立方米，总投资3750．26万元，其中

省以上国家投资1299．16万元地市投资306．44万元，县投资163．86万元’贷款1541．04万元，群众自
”

筹439．76万元，投入劳动力1202．95万工日。蛰]1987年，全县已建成引水灌溉工程1zl宗，引水流量22

立方米俐b其中1000亩以上引水灌溉工程ll宗，蓄水灌溉工程9宗，其中小(二>型水库1宗，总库

容20万立方米，中型水库1宗，总库容2220万立方米(施工中)。提水灌溉工程2宗。全县有效灌溉1．

面积达到8．77万亩，占耕地面积82％I保证灌溉面积7．63万亩，占耕地面积7l％’旱涝保收面积7．2l

万亩，占耕地面积68％。建成防洪河堤工程16宗，堤长35．55公里，捍卫耕地1．916万亩，保护两岸人

口21030．,k．。建成小水电站(保有量)48座，总装机容量69台／20766千瓦，还有小水电站6座，装机

容量lO台／：z325千瓦正在施工中。建成110干伏变电站1座，输电线路46"D里，35千伏变电站和升压站

8座，输电线路102．87公里(包括连阳供电公司管理的46．5公里)．10千伏输配电线路288．15公里，

农村用电覆盖率达到89．6％。

概括起来，连山水利建设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509f它．水利建设以维修，加固临时性引水工程一一木石陂为主，整修渠道，增加引水流量以

扩大灌溉面积，改善灌溉条件，在受旱严重地区兴建山塘水库蓄水防旱，桂花水库就是当时兴建的。

初步稳定了农业生产发展。

60年代至1976年．水利建设以改建临时陂为永久性圬工陂为主，同时兴建灌溉结合发电综合开

发利用工程，如永丰：安良引水工程。同时进行田间排灌系统整治，开“三沟”排“五水一改造低

3



产田。小水电以沙田、天堂岭电站为龙头，带动小水电的发展，并普遍兴建水轮泵站，使壮乡瑶

寨利用水轮泵发电照明及农产品加工，解除了千百年来人力舂米．松光照明之苦，水轮泵站起到

了应有的历史作用。

1977年至1987年，水幂U建设进入以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大面积治理，大力开发水

力资源为主，建．管并重的阶段。期间，天鹅水库工程和沙布、旱(翰)塘、莲塘、鹿鸣，高场

5宗lOOO亩以上综合利用引水工程及永丰、福堂河堤相继开工并建成运用，使灌溉和防洪条件大为

改观。同时，小水电也迅速发展，建成三水、中和，班罗，白沙，大冲、鹰扬关等电站37座，装

机容量53台116900千瓦，占总装机容量81％。1982年县人民政府制定了《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水

利工程管理条例》等一系列地方性水法规，陆续成立并健全了乡镇一级水利水电管理机构，使工
。

程管理，水费征收进入正常化，制度化。新建水利工程也采用投资包干制度，管理单位实行目标

承包岗位责任制，加强经济管理，提高了工程效益。 ，。

由于努力发展水利，已大大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外开放，对

内搞活经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全县的工农业生产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87年

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46450吨，为1949年的4．3倍，年亩产达至U522公斤，为1949年的5．8倍。电量自

用有余。1987年输入连阳电网电量达4647万千瓦时，占发电量的69％。

38年来水利水电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有很大的发展，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耕

地的保灌能力，旱涝保收面积仍不很高，大部份农田仍属中低产田，河堤防洪能力还达不到抵御

lO年一遇洪水标准，水电资源仍有41609千瓦(占可开发量的64％)尚待开发利用，水资源综合利

用仍有很大潜力。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应把握住“水"这个资源优势，

再接再励，继续奋斗，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应用新科技成果，连山的水幂吐水电事业必将有更大

的发展，前景辉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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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前(今太保铺前村)乡民唐海筑观陂，陂高9尺，阔2丈5尺，灌田l顷余。

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

四月，大水。

清康熙五年(1 666)

二月，大水，陷没莫(睦)联桑。

’清康熙十七年(1 678歹：“

--_．J1，大雨连日，山水暴涨，崩陷田地无算。雨雹大如拳，击死牛畜。暴风扬沙拔木。

四月，复雨雹，寒如严冬。

清康熙二十四年’(1 685)

夏，旱。

． 清康熙年问

大富乡人捐资重行修筑米贵陂，高1丈余，阔2丈，灌田l顷余。

清雍正九年(1 731)

二月，大风拔木，屋瓦皆飞。



清乾隆五十一年(1 786)I，冈羊‘．陧且I一’＼

秋，大早，大饥，斗米钱500文。

清道光十七年(1 837)

秋，大水，淹没田地房屋及人畜无算。

夏，大札

清光绪三年(1 877)

民国4年(1915)

四月，连降大雨10多天，大雾、巾子诸山崩裂，洪水陡发，沿溪田地房屋及桥路，冲毁无算，

禾洞尤为严重。

五月，又大水。

六月，又大水，全县受灾，米价急剧上升。

五月初一日，上帅大札

五月初七日，洪水冲毁小三江圩。

五月初八日，洪水冲淹福堂圩。

民国9年(1920)

民国14年(1925)

大水，山崩石裂，为千古未有奇灾。

民国15年(1 926)

民国1 8年(1 929)

五月十四曰，永丰水山洪，致福堂农田受灾lOoO多亩，永聿农田受灾1500多亩，冲坏房屋多间。

民国21年(1 932)
： i。

四月初九夜，洪水冲淹福堂圩，死7人，失踪3人：部份板屋被洪水冲走。

五月十四夜，洪水又淹福堂圩，冲毁部份房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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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民国35年(1 946)
， -

，

，

夏，连日大雨，全县洪水成灾，尤是吉田，禾洞的低处农田多被水淹。
舻

，十一月，县政府设建设科，兼管水利事务。

冬，县政府征集民工，修筑年久失修的永和河堤，把800米河堤加高l米，筑宽l米，用工1000多

个，挑运土石方1000多立方米。
’ ’

．
f

q

’

’

1 949年 ：，

?。 ：
●

，、

●
^、

l 2月，县人民政府成立建设科，副县长彭厚望兼任科长。
●

‘

r，

’j‘

、

一
． 1 950年． ，一 ，．o，

r_ ‘^

1月，县人民政府发动群众，自筹资金修筑永和河堤，长500多米，高2．5米，宽3米。保护居民

500爹；A．。 ，

、
．‘。

q

十

．

、

1 953年． ．，
j ．；

●

●

12月4H，连南瑶族自治区(县级)举办农民水利工程师训练班；学习时间8天，有学员82人，

其中连山学员35人。
．

·

、 ，f

'

( ， i +。’

-‘ 1 954年 ．．’

12Yj 1日，永丰元西红界陂石圳(岩石渠段)工程开工，渠长200米，高3米，炸石6。o立方米，

、浆砌石22．5立方米。工程指挥部主任杨隆炬。当年竣工。 ‘-
，’，”

i

， 12月9日，太保莲塘乡木栏被由木石玻改建为浆砌石陂的改建工螽；开工，至1955年2月15日竣L

受益农田273亩。工程费1．5万元。
’

‘ 。 ‘

． 1 955年
‘

j

’‘

2月，县建设科举办第一期农民水幂U施工员训练班，学习时间6天，有39人参加学习。， ? 。二

3月，。永丰圆珠山塘蓄水工程动工，lO#J竣工。库容18万立方米。国家投资1万元。

春，全县大旱，持续38天，受旱面积18000亩，成灾面积4000亩。．：

s：J，太保莲塘乡成立木栏陂水利管理委员会，设委员7人，管理员1人。

8月，永丰元西乡成立水利管理委员会，设委员7人。

lZ月，永和桂花水库oh_-型)工程动工，设计总库容30万立方米，灌溉面积1100亩。1959年

春竣工。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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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撤消建设科，成立水年U科。

1957年
。

7824日，农业科、水利科、林业科合并为农林水利局。‘

冬，太保莲塘利用木栏陂水源，自制木质水轮机，安装发电设备，发电照明，装机16千瓦(实

际出力约10千瓦)，为连山最早的小型水力发电站之一。
‘

、

1 958年

是年，县办第一座小型水力发电站一一永和永电站，枉沙田和尚冲开工，次年建成，装机
1台／20千瓦。

1 961年

lO,q 15日，撤消连州各族自治县，恢复连山县建制，县设农水局。

1963年

夏秋大早，早、中，晚造受早面积共248∞亩，失收面积5400亩j损失稻谷6万担。．．

9月，农水局组织人员对县内河流进行第一次河流规戈0。次年9月写出《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河

流规划报告书》
√

●

1 964年 ’

11月，永丰引水工程开工，工程总指挥由副县长黄兴光担任。1969年全部工程竣工。设计灌溉

面积2500亩，左干渠末设置电站，装机容量1台／125千瓦。

12月22日，撤消农水局，分设农业扁、农机局、水电局。水电局已先于10月分开办公。

1965年

8月26日，县虎冰轮泵领导，j、组，由吾!|{张黄兴光任组长。当年，一扰婉泵藏犍成，较为大
型的有：石坪水轮泵站，装机20千瓦I治平水轮泵站，装机l五千瓦，江联水轮泵站，装机12千瓦，

大获水轮泵站，装机8千瓦，小三江公社加工厂水轮泵站，装机10千瓦。主要用于发电照明、农副产
品加工和农田灌溉。

’

-

f
、“

。 ●
，

1 966年’，
．、

，

架设沙田电站至永和．吉田10干伏输电线路。线路全长8公里，当年建成投产。为连山第—条10

j‘

1



千伏等级的输电线路。 ，

，I

’

1 967年
’

3月，县成立抓革命，促进生产指挥部，下设农林水办公室，内设农机水电股，水电局职能改由

农林水办公室行傲 ．，

4月，成立县防汛‘防旱指挥取指挥由“抓促’’指浑部主任高维纲兼任，副指挥黄兴光，罗永

言。办公地点在农林水办公室内。 ，

12月，加田安良引水工程开：工，工程指障配瀚旨挥罗永言，副指}军蔡美三。至1973年lO月竣工。

主要建筑物有：干砌石拦河坝1座。左干婆D．2公里，右干渠0．5公里．渡槽2座。灌溉面积2500亩。在

左干渠末端设置电站l座，装机l台／400：FE，电站工程于1974ff-3)1正式投产。‘
， ．，

，』 ‘一
．‘

：～

·

．·c ‘

：～
^

{。 ：
：。 ．1 968年

7 ’， ‘j

●

4月，水电、农业，林业．农机等曷并^县革命委员会生产组农村工作站，内设农业技术指导组、

政工组、经营管理组。 、
‘

●

．_

． 1 969年 -。 二

11)1 12 Et，成立县水利指挥部，县革委会舀|上主任黄开禺任总指龋领导当年冬春水利工程施工。
、

冬，由国营红权电器厂(代号103厂)架设的永和至连县水井坪35千伏输电线路架通。全长46公

里。
’

．?
，

-、 ．．

’ ● !

_． ．．’ 1 970年：·? ，

，
‘

10月23日，天堂岭水电工程指挥部成立，总指挥罗永言，副指挥王沛然，韦振弟。11月工程开

工，’至1974年9月，全部工程竣工。该工程利用落差198．15米，装机容量2台／1600千瓦，是连山落差

最大的水电工程。 ’

．

一：一． 、j·、 ；。]971年．

lO月5日，撤消农村工作站农业技术指导组，分为农业组，林业组，水电组．农机组。

”f ，
‘‘

．i，：
‘

‘

1 973年． 。，+_。

’

。’一 ’： 一。 。。、

’ ，
．．

1月，县农村工作站撤消，水电局恢复建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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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属电站开征发电水费，每千瓦时征收水费0．005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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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成立农业区戈0办公室，对山、水、田，林、路进行绦台绺理触5。
天堂岭，沙田水电站与连阳电网并网运行。

1975年

11月，福堂公社组织2000多人，修筑石龙嘴至猫儿颈河堤，河堤全长1．6公里。

1 976年

6月16日，由县与三冰．永和，吉田三／忪社联，加勺三水水电站，成立工秘旨挥部，黄开蓦任指
挥，李积荣、罗永言，邓荣绪为副指挥。后改为县与永和、吉田、三水，大富、禾洞五公社联办。

前期工程于10f128日开工。11f115日，+重新成立工程指挥部，由黄定家任指挥，卢德立、邓荣绪、

踯日青偶l持旨挥。1978年，月拦河坝清基。’1985年2f15日全音旺程建成投产。该工程为坝后式电站，
浆砌石重力坝最大坝高38米，总库容1074万立方米，装机容量3台／6000千瓦。

10月8日，成立县农田基本建设指障瓢总指挥林崇祥，副总指挥张礼顺、黄兴光，办公地点在

农林水办公室内，办公室主任卢德立。

：
。

1 977年
‘

，：

J

。

4月1日至5日，在韶关水文分站协助下，水电局派人对县内部份河段进行桔水流量实测调查。

8月，县成立福堂、永丰洽河工程指挥部，并组成农建民兵团，县委书记郭宝任团政委，县委副

书记黄汉鼠胡兴章，武装撇黄响任虿瞰委，县武装部长任团长，各公社党委书记为营教导员，
公社武装部长为营长。12f15日，治河工程开工，上万名民工沿河两岸安营扎寨。至1978年1月底工’

程完工。工程规模：修筑河堤13．5公里，疏浚河道83公里，河滩造田1300亩。工程效益：保护农田

6717亩，扩大耕地面积1300亩。
●、

1978年
!

．，

5fl 24日，天鹅水库工程破土动工。输才燧洞工程酋先开工，10月，组织全县万名民工修筑拦河

土坝。工程指挥部总指挥：黄开禺，副指挥；胡兴章，陈泗、张立发、黄寿联、李国新、李坚、廖

观生。该工程集水面积30．7平方公里，总库容222∞于立方米，按50年一遇洪水设计，1000年—遇洪

水校核，设计防洪保护耕地4100亩，灌溉面积2900亩。坝后电站装机2台／800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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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 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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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县水电局编印(链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简易水文手册》，量算整理了全县194条中小河流的

集水面积及其分级、坡降，河长和洪峰流量等水文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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