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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

本志详今略古地记述了揭阳县水利事业的

发展历程，着重叙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揭阳水利建设所取得的成就。

全书共有18章，另有概述，大事记等，并

配有水稠图和彩色照片，是一部思想性、科学

性和资料性相统一的水利专志，可供广大水利

工作者参考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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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揭阳县水利志》共18章，首置概述，提要勾玄，综述全局，为一志之纲。大事记集

水利大事于一体，鳊年系亨，囊括古今，源清脉明。之后分类记事，横向铺陈，举凡揭

阳水利，无一遗漏，皆跃然纸上。既记述了揭阳历史上水利兴衰起伏，更突出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展现出揭阳人民自力更生、战天斗地的精神面貌，

以及水利工作者富于创遣，因地制宜探索着揭阳治水的正确途径与科学方法。

水利志是地方志中的一门专志。我国地方志编纂由来已久，是一项优良的文化传

统。地方志对于一地的存史、资治、教育之作用，实为他书莫及。汉代史家司马迁有感

于“甚哉，水之为利害也"，及其负薪塞宣房之亲身体验，而作‘河渠书>，成为我国第一

部全国性水利通史。越数千年河川沧桑变化，而该书价值有增无减。然自古至今，也有

当政者，重于具体政绩，而疏于典籍，埋头日常工作，较少顾及总结提高。毛泽东说

过：“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

的认识论。嬲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

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

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水利电力部

于1983年曾明确指出，编写水利志是我们水利部门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工作。《揭阳县水

利志》正是由于领导高度重视，编者辛勤努力，才得以早日问世，这是揭阳水利史上一

个重大建树。志书将分散的零星的材料系统化条理化，将实践的感性材料组合到一定理

论系统中去，志书的出版，无疑对世人了解揭阳水利、研究揭阳水利、发展揭阳水利，

会起到难以言喻的巨大作用。

这部志书资料翔实，科学严谨，观点正确，体倒得当。宏观撰写精炼，勾画事物之

关联，微观记述细腻，深刻反映事物的过程。全志不尚空谈，实事求是。从方志学角度

观察，《揭阳县水利志’当属一部上乘之作。

张弥生主鳊，1988年来我院学习江河水利志鳊纂基本理论，我们结下了师生情谊。

弥生修志，孜孜追求，积数年之心血，费千日之劳形，只为精益求精。该志初始篇目设

计、初稿及送审稿，我都拜读过，并与弥生往复商榷。今年6月，我因事赴粤，弥生赶

至顺德，嘱我为志书作序。因我略悉其修志始末，故欣然命笔，陈数语叙于志端。

王绍良

1991年7月予武汉



凡 例

一，本志记载的专业范围以防洪，

水产，航道及港口等不作专门记述。

治劈，灌溉，供水，水力发电、水土保持为主’

二、本志年代断限，上限不加限定，下限．．(1985年。本着“统合古今，详今略古"的原

则，既追溯事物的起端，又将记述重点放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三、历史上揭阳县域屡有变动，本志取事一般以1965年划定的县域为限，但各个时

期的全县性数据，除另有注明者外．其统计范围均包括当时整个县域。

四，凡历史纪年，地名，机构，官职，均依当时的历史习惯称呼。历史纪年用括号

加注公元纪年，古今地名不同的则加注今名。

五、本志对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一般按原记载，1949年10月以后的记述，则采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六，本志数字用法，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部门《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

。 法的试行规定》，一般以阿拉伯数字书写，夏历日期、民国以前历史纪年、使用历史上

旧计量单位的则用汉字书写。

七、本志引用1949年lO月以前的资料，一般注明出处。原文无标点的，本志引用时

均加标点。

八，本志采用的高程，除另有注明者外，均为珠江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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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揭阳为粤东古邑，因秦戍五岭，其一揭阳岭而得名。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

年)在揭阳岭设戍所，属南海郡。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始置揭阳县j县域包

括现在的汕头市、梅县地区和闽南一部分。东晋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分揭阳地立为义安

郡，辖海阳等五县。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析海阳地复置揭阳县，属潮州。南宋绍兴

二年(1132年)又并入海阳，绍兴八年(1188年)复置。明嘉靖四十二年(1568年)析揭

阳地以合置澄海县，清乾隆三年(1788年)析置丰顺县，196B年析置揭西县。揭阳县今

属汕头市。

揭阳县位于广东省东部，地跨东经116。5728UNll6 0377891／，北纬23。22756u,-．-23。

46727∥。东毗潮州市，东南邻汕头市郊区，南连潮阳、普宁县，西接揭西县，西北界丰

顺县。县域东西最长47公里，南北最宽86公里，总面积1 081．1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55．42万亩，其中水田48．91万亩，旱园11．51万亩。总人口132．22万，其中农业人口

117．64万。县人民政府驻榕城镇，辖20个区，1个区级镇、226个乡、8个乡级镇，964

个村。
’

．

揭阳素有“米县"之称，是汕头市主要稻谷产区，1985年稻谷总产量807 237．6吨，

经济作物以甘蔗，花生、红黄麻为主。主要工业行业有食品，机械、纺织、塑料制品，

金属制品等，198B年工业总产值43 877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6．18％。

揭阳县地势自北向东南倾斜。北部及西部为山地、丘陵，中部为岗地，东南部是榕

江冲积平原和滨海沉积平原。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约占全县总面积的8．86％，海拔50

一--B00米的丘陵占28．25％，海拔10-'--BO米的岗地占29．73％，海拔10米以下的平原占

43．66万。北部边沿绵直26座海拔1 000米以上的山峰，其中与丰顺县为界的界峰海拔

1 180．5米，为全县最高点。而东南端地都三蕴最低田面高程仅0．4米。

揭阳县地处榕江中下游，境内平原河道密布。全县水系，统属榕江。榕江发源于陆

丰县凤凰山，自西南向东南横贯揭阳县境，至牛田洋注入南海。境内主要支流有北河，

新西河水，枫江、车田水及洪阳河。全县内河通航里程达288公里，水运称便。由于县

域之榕江干流和北河、枫江等支流河床比降小，故在汛期洪水易受海潮的顶托而泛滥，·

低洼地区常积涝成灾，枯季则咸水上溯而影响灌溉和人畜饮水，每当上游堵河抗旱，入

境水量极少。
； 揭阳县濒临南海，县域大部处于北回归线以北，属南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区。据

县气象站1955N198B年观测记录，年平均气温21．4℃，多年平均年降雨量1 750．6毫米，

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1 228．2毫米，影响县域的台风平均每年8．6次。由于光热充足，雨

量充沛，雨热同期，利于农作物生长，粮食作物一年三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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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阳县多年罨均年径流深899．1毫米，年径流量9．296亿立方米，浅层地下水量1．394

亿立方米，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lo．69亿立方米。此外，枯水年入境水量为12．5亿立方

米。按人口平均每人占有年径流量708立方米，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1／4,按耕地平均

每亩占有年径流量1 677立方米，比全国平均数少123立方米，水资源并不丰富。且由于
‘ 降雨量地区分布差异大、年际变率大和年内季节分配不均，因而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很不

均匀。降雨量由北部山区及西部丘陵区向东南沿海递减，北部九重坑、蛮头山一带年雨量

在2 200毫米以上，东南部南陇水库多年平均年降雨量仅为1 453毫米。各雨量站的最大与

最小年降雨量相差1．67"--'8．07倍。4～9月降雨量占全年总雨量的八成以上，且多暴雨，

最大24小时降雨量达525．8毫米(赤坎站1970年9月14日)。揭阳县水能理论蕴藏量

8．28万千瓦，可开发水能资源1．8万千瓦，主要分布予落差较大的新西河水、车田水上

中游。

上述自然地理特点，是造成揭阳县水旱灾害频繁的主要原因。据历史资料的不完全

记载，自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至1985年的910年问，揭阳发生过较大的洪涝灾害56次，

风暴潮灾25次以及海啸1次，旱灾39次。洪涝灾害发生的频率高，且影响范围为沿江的

主要农业区、工业集中地和人民聚居区，因而其严重性居多种自然灾害之首位。

揭阳人民自古就致力于水旱灾害的防御，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发展水利事

业。考古资料证明，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渔猎为生的揭阳先民多择依山

傍水的狭谷口及河边低丘而居，既避水害，又依靠自然的赐予获得水。山边园等遗址出

土的磨光穿孔石犁、石馒头、长身磷等原始农业工具，标志当时已出现锄耕农业。秦汉

遗址发现的铁制农具，表明社会生产力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人们逐步移向平原，发展

水田耕作，对水利提出较高的要求。北宋元丰间(1078,----1085年)落籍揭阳浦口村的大

理寺少卿彭延年所作的《浦口村居诗》云：“浦口村居好，凭高望处赊：稻田千万顷，农舍

两三家，樵路通云磴，溪船簇蓼花。太平无事日，处处尽桑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揭阳

的水稻种植已具一定规模，农田水利当有相应的发展。北宋元祜问(1086,',--1094年)知

’军州事王涤倡议开凿的三利溪，位于潮州城西，沟通韩江、榕江二水系，是粤东古代著

名的灌溉航运工程，对揭阳漕运起着重要的作用。建于元代的车田村，以水转筒车提水

灌田而得名。出于供排水和水运的需要，元至正十二年(1852年)于县城设4座水门。

元末兵荒之后耕稼尽废，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自明洪武初(1368N1377年)开始

，实行分军屯田，促进了水利开发，相应兴修屯埔大陂、军陂，军陂沟、军沟等小型引水工

程。明代，还多次疏浚玉窖溪，着重解决随着县城人口增加而产生的与河争地的矛盾。

并已有普遍使用龙骨水车的明确记载。据明崇祯四年(1631年)知县陈鼎新所撰之《揭阳

县志·序》，当时“揭之多粟力已名闻遐迩，“闽漳数郡全倚转输以待命，，。清代，榕江下

游已建成桃山都堤、京冈堤等初具规模的防潮堤，’总长约七十里，榕江中游的马蚯堤、

三洲堤和北河中游的浮山、白石、秋江等防洪堤亦陆续兴筑。山丘区小型引水工程有所

发展，如磐溪都筑有秋江山大陂，桃山都筑有院前大陂；霖田都筑有鸿胪陂，灌田千余

亩；梅岗都则在车田水及其支流逐级拦河引水，筑有龟山大陂以及涂陂，梅坛陂、坎下

陂，新溪低陂、新溪陂等，共灌田数千亩。地美都、渔湖都等滨海地区，还结合防潮堤

的修筑，兴建御咸蓄淡灌溉工程。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纂修的《揭阳县志》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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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揭阳之粟甲于他县，虽缘田地广饶，亦由人工修举。’’‘‘潮之饔飧，半取资于兹土，担

负舟移，日计十百。"民国29年(1940年)揭阳县农田水利建漫委员会成立后至民国81

年(1942年)，先后颁布《征工暂行办法》、《取缔占填河渠办法》，组织一些乡村开挖渠

道，培修堤防。抗日战争胜利后头两年(1946一-,1947年)，以工代赈举办一批修堤，浚

河工程，使曾经三遭沦陷的揭阳县残破不堪的水利设施得以部分恢复。但民国时期除此

两度有所整修之外，多数时阃水利失修，争水纠纷迭起。至民国88年(1949年)，全县有

工程设施的灌溉面积仅7．5万亩(属今揭阳县的约4．28万亩)，占耕地面积不足10％，堤

防总长约120公里(在今揭阳县域的约60公里)，但防洪防潮能力很低。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揭阳县水利事业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的领导下得到迅猛发展，水利建设的速度y规模、效益和技术水平都远非前代可比，呈

现出划时代的变化。根据各个时期水利工作的重点，86年来揭阳县水利事业的发展大体

分为四个阶段：
‘

一、50年代首先以堵口复堤为重点，继而大力发展蓄引水灌溉

195Q一-,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着重对原有百孔千疮、低矮薄弱的堤防进行修复

和加固。8年间全县堵口复堤、加固险段完成土方105万立方米，占这一时期水利建设

总土方的1／8，还兴修山塘，闸坝、沟渠等小型农田水利工程471宗，初步改善10余

万亩农田的排灌条件。
一

1952年底揭阳县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民对兴修水利的要求更为迫切，且水利建设开

始纳入国家经济计划，国家和地方逐步增加对水利的投资，因而在1958,-,-,1957年第一个

五年计划期间，以灌溉为主的农田水利得到迅速发展。通过试办和示范，创造典型，摸

索经验，培训水利技术人员，积极稳步地推广蓄水工程，相继兴建老虎陂，老雨亭、

水吼等库容100万立方米以上的小(一)型水库和首座中型水库——新西河水库。还与

邻县协作兴建安揭引韩、东凤引韩、北关引韩和自办三洲拦河闸、罗山拦河闸等灌溉万

亩以上的引水工程。机械灌溉和水土保持工作也初步开展。这一时期水利工程建设的特

点是工期短(1～2年即完成)，质量好、投资省，效益大。5年间全县扩大灌溉面积

85．47万亩(在今揭阳县域的约28万亩)，农田灌溉多由车戽变为自流，部分早地改为

水田，一些地方水稻由每年一熟改为两熟。水利建设对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56年全县粮食亩产超半吨(包括甘薯折算为稻谷产量)，1957年进一步实现亩产半吨

谷，群众兴修水利的积极性更加高涨。

1958～1959年掀起水利建设高潮，龙颈上库、龙颈下库，南i陇、世德堂、翁内、

下径巷等大中小型水库和灌溉万亩以上的南岸引榕工程相继兴建。与此同时，水土保持

工作持续发展，以整修田间排灌渠系、平整土地、扩大田块为主要内容的农田基本建设

亦大规模开展。这两年发放于水利建设的劳动工日，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2．6倍。

但在“大跃进"期间，．受“左"的思想影响，急于求成，提出“大战一冬春，彻底消灭旱灾”

等脱离实际的口号，仅1958年全县就有821座山塘水库和37座水电站等大批工程同时开

工，水利建设战线过长，超越经济技术条件，在原材料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只得自制水

泥，炸药，以烧粘土代替水泥，以竹筋代替钢筋，造成一些工程质量差，配套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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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未能充分发挥。

二、60年代，水利工作重点由灌溉为主转向防洪排涝为主

1959"--'1962年连续4年大水决堤，暴露出洪涝灾害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威胁，治理洪

涝已成为最迫切的问题。从1960年起，除了抓紧续建配套工程之外，水和建设的重点开

始转向防洪治涝。至1963年春，持续8年大规模浚河固堤并拓宽北河中游河槽，使北河安

全泄量有较大提高。随着汕头专区龙颈水电站投产，为揭阳提供了电源，1965A-,1967年

兴建7座电动排涝泵站，装机总功率达8 616千瓦。在整治河道和建设电辨站的同时，新

筑梅云、厚洋堤，延筑磐岭、锡场、炮台堤，重建渔湖堤，共增筑堤防46公里，相应建

成一批排水涵闸，并开挖磐岭截洪渠、玉湖四清沟、梅云南山截洪渠，总长11．8公里，

控制集水面积达75．73平方公里。这一时期，以防、泄为主，截、排为辅，着重治理洪

患最为严重的北河中游，和磐岭、锡场等主要涝区。还针对50年代所建的水库因防洪

标准较低而经常出现险情的问题，先后对南陇，水吼，翁内，新西河等水库进行除险加

固。机械灌溉和社、队办小水电亦有较快发展。

但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使水利建设一度陷于停滞，工程管理制度

废弛，大规模的水利纠纷械斗事件重又出现。

三、1970～19"18年，在进一步治理洪涝的同时，面向山区大办小水电

1969年的特大风暴潮和1970年的特大洪涝，反映了洪涝潮灾害的严重性及其防治任

务的艰巨性，使人们更清醒地认识到揭阳水利建设的主攻方向是治理洪涝。此后兴建的6

座电排站均提高排涝标准，并增筑登岗、玉窖等堤防25．8公里和一批排水涵闸，截洪工

程亦进一步发展。1975年起又持续对北河中游大加整治，裁弯拓宽河槽，拆除碍流建筑

物，加高培厚堤防和砌石护岸，使河道泄洪能力显著提高。并再次出现以治水为中心的

农田基本建设高潮，整修排灌系统，平整土地，改造低产田，修筑机耕路，对山，水、

田，林、路进行综合治理，使灌区面貌得到较大改观。这一时期还继续进行水库的除险

加固，原防洪标准较低而需要保坝的8座兴建于50年代的小(一)型以上水库，已有6

座按部颁防洪标准完成保坝工程。 ．

与此同时，根据水电部手1969年底召开的“南方山区小型水利水电座谈会"的精神，

结合县内具体情况，从1970年起，自筹资金，自制设备，掀起县、社、队三级办电的热

潮。1971-'．-1978年全县共投产小水电站72座，总装机容量8141千瓦。此系揭阳县小水电发

展最快的时期。随着小水电的崛起，电动灌溉泵站建设亦迅速发展，平均每年递增500

多千瓦。

但在70年代中期，由于“左"的思想影响，片面追求高指标，不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

律办事，提出堤围防洪标准均为50年一遇、防潮堤要抵御12级台风暴潮等不切合实际的

要求，致使水利建设摊子过大，勘测，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薄弱。一批工程遗留尾工

多、效益低。如新联，漫地，田尾等电排站因前期工作未搞好，建后多年未能配套和发

挥效益，农田基本建设中盲目照搬外地经验，大搞搬山造小平原，则引起严重的水土

流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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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 979～1 985年，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逐步加强工程管理

1979年贯彻“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社队自办为主，加强管理，狠抓实效修的水利方

针，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集中财力物力完成重点工程项目。1981年开始把水利工作的着

重点转移到管理上来，针对农村生产管理体制的变化，及时解决放水员的报酬问题，健
’ 全用水管理制度，巩固基层管水队伍，并调整充实工程管理机构，恢复民主管理制度，

实行小水电归口由县水电局管理，加强专业技术培训，把既成工程的维修，加固，配套

列为年度计划的重点，突出抓好，推广小型塘库包标养鱼，促进水利综合经营。此后又

进一步落实工程管理岗位责任制，实行管理单位财务包干。继而提高水费计收标准和开

始征收堤围防护费，并颁布《揭阳县河道堤防管理实施细则》。

这一时期，还完成全县水资源调查、河流流域规划复查和水利化区划，建成缶灶、

炮台、自塔等35千伏变电站，架设85千伏线路41公里、lo千伏线路416公里，把192公里

二线一地制高压线路全部改为三线制。通过输变电工程的配套和改造，使县办的8座小

水电站实现联网运行，供电线损率大为降低，电网质量明显提高。1985年又开始对县办

小水电站进行大规模的更新改造，以挖掘现有设备的潜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86年间，揭阳县水利建设累计投资1．8亿元，群众投工1．35

亿个，完成土石方工程量1．26亿立方米。至1985年底，已建成水库塘坝215座，总库容

15 364万立方米；引水工程19宗，引水流量39．55t方米／秒；机电排灌站装机总功率

14 922千瓦，万亩以上的灌区10处，整修和新筑堤防14条，总长142．46公里，建成排水涵

闸144座，小水电站81座，总装机容量9 539千瓦。水利工程对除害兴利发挥了显著效益，

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农田灌溉和城乡供水。已形成大中型工程为骨干，蓄、引、提相结合的灌溉系

统，全县有效灌溉面积达52．9l万亩，占耕地面积的比重从1949年的不足10％提高到

95．5％。从而改变了缺水易早的面貌，即使大旱年份也往往是受旱而不见灾。如1955，

1963、1977年早期之长都接近甚至超过历史记录，但由于水利工程在抗旱中发挥了决定

性作用，农业仍取得较好收成，比之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清康熙四年(1665年)，

民国82年(1943年)大旱时，大批饥民逃荒、饿殍载道的惨象，有天渊之别。农田普遍

实现自流灌溉或机电提水灌溉，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农业增产，1985年全县粮

食总产89．16万吨，比1949年的16．91万吨增长1．8倍。此外，水利工程还为工业生产和

城乡生活用水提供了水源保证，仅对县城的年供水量就超过400万立方米。

提高了抗御洪，涝，潮灾害的韶力。现有堤防长度比1949年增长1．4倍，其防洪，

防潮能力明显提高，共捍卫26．22万亩耕地和58．58万人口。榕江最大的支流北河经过治

理，安全泄量由800立方米／秒提高到2 000立方米／秒。在防洪的基础上，通过排、截、

抽等措施，使高低水分开，洪涝水分排，已形成以自排为主，抽排为辅的骨干排水系

统。原有易涝面积17．89万亩均已得到初步治理，其中达到10年一遇治涝标准的有15．48

万亩。

小水电为工农业生产和城乡生活用电提供了重要能源。1985年小水电发电量2 216

万千瓦时，占全县水火电站总发电量的73．9％，同年，小水电供电量占全县总供电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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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4．彳％，小水电适应农村用电分散的特点，补充了市电网供电的不足。小水电与其它电

源相配合，已使所有的区，乡和99．5％的村用上了电，其中主要由小水电供电的区、乡

均占1／s。

初步防治了水土流失。通过建立工程措施，林草措施和藩水保土的农业耕作措施相

结合的防护体系，已使桑浦山西麓，南面山、黄岐山、陈吊岭等处的水土流失得到有效

的控制，全县现有水土流失面积比50年代的145．5平方公里减少45％，其中崩岗面积减。

少95％。

揭阳县水利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已达设计防洪、防潮标准的

堤防18．5公里，仅占全县堤防总长的9．5％，有8．07万亩洪泛区尚未治理，因而在人

口密集和经济较为发达的榕江，北河，枫江中下游地区，仍受到不同程度的洪水和风暴

． 潮的威胁，治涝面积中有2．41万亩治理标准较低，尚有水土流失面积79．18平方公里，

部分河段和渠道水污染日趋严重。不少工程设备老化，灌区渠系及田问工程配套不完

善，近年来灌溉效益出现下降趋势。水利工程管理仍是薄弱环节，经营管理和技术管理

水平还较低。总之，水利建设还任重道远，要实现水利工程管理的现代化还须做很大的

努力。 ，

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水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水资源必须更有效地利用，·水旱灾害、

水土流失、水污染必须更有效地控制和防治。今后，除了管好用好既成工程，充分挖掘

．潜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工程效益之外，要以治理洪涝潮灾害作为主攻方向，进一步搞好

水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防洪安全和水源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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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

北 宋 、

元祜五年(1090年) 潮州知军州事王涤倡议开凿三利溪。人工河道在潮州城西，

全长四十余里，沟通海阳、揭阳、潮阳三县水运，兼具灌溉之利(明嘉靖二十六年郭春

震纂修《潮州府志·地理志》)。

南 宋

淳熙十一年(1184年) 四月不雨至于八月，潮、梅，循皆早(民国35年饶宗熙纂

修《潮州志·大事志》)。

元

至正十二年(1852年) 揭阳县达鲁花赤答不歹兴筑土城，设北窖、南窖、马山窖、

吴西窖四个水门，以引水入城及排水、通船。同时，环城内外开深濠，总长三千二百余

丈(清乾隆二十七年周硕勋纂修《潮州府志t城池》)。

明

天顺五年(1461年) 知县陈爵浚玉窖溪，南窖，北窖，马山窖俱砌石盖楼(清乾

隆四十四年刘业勤修、凌鱼纂《揭阳县志·艺文志》)。

正德八年(1518年)六月 飓风大作，海溢，溺死者无数(乾隆《揭阳县志·事纪》)。

嘉靖七年(1528年) 经行人薛侃倡议，海阳、揭阳二县七都并力开凿中离溪。自

龙溪迄桃山，开浚全长一千九百丈，连通原洲溪、西溪二水，利于灌溉和水运(乾隆

《揭阳县志·艺文志》)。

嘉靖十五年(1586年) 大旱，饥殍载道(乾隆《揭阳县志·事纪》)。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 海阳，揭阳二县四都修筑世美渠堤(乾隆《揭阳县志·艺

文志》，乾隆《潮州府志·艺文')。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八月 飓发，海溢，城内水深三尺，水中恍惚有火光，漂

庐舍，淹田禾，溺死民物，村落为墟(乾隆《揭阳县志·事纪》)。

清

康熙四年(1665年) 自九月旱至次年夏乃雨。饥民逃荒，相率走江西建昌，南安

等府．千百成群，罕还乡者(乾隆《揭阳县志·事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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