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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较详尽地介绍了陆丰县自有记载以来的水

利发展的历史及现状。全书包括有水利与电力两大

方面，其中有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力发电，水利

科技，水政，以及受灾与抗灾等内容。书中采用文，

图、表，照片及传记、摘录等形式记述I融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为一体。 j’

本志可供水利电力技术人员及有关人员参考．

雾}2§●_1J1
i日



《陆丰县水利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 杨永吉

副组长： 郑吉水

成 员l 陈正气 刘进泰 卢达强

《陆丰县水利志》编绘人员

编 写：

制 表：

制 图：

描 图：

摄 影s

封面设计t

陈正气

陈正气

陈正气

陈紫燕

陈正气

陈正气



《陆丰县水利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 杨永吉

副组长： 郑吉水

成 员l 陈正气 刘进泰 卢达强

《陆丰县水利志》编绘人员

编 写：

制 表：

制 图：

描 图：

摄 影s

封面设计t

陈正气

陈正气

陈正气

陈紫燕

陈正气

陈正气



序

‘陆丰县水利志’出版了，这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喜事。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原始人群逐水草而后．夏禹治水

使人们由游牧生活转向了农业生产，周、秦开始，我国以农立国。农业离不开水利。农

业的兴衰，社会的发展，与水利的兴度息息相关0凡重视兴修水利，则能有效防御早涝

灾害，促进农业丰收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忽视水利工作，则灾害频繁；·危害农

业，民饥国衰，社会动荡不安。历史事实，不胜枚举。因此，发展水利事业，始终是奎

社会的一项重大任务。，

陆丰地处粤东沿海，地形复杂，河流溪涧遍及全县，分别汇于螺河，鸟坎河和鳌

江，注入南海。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是塘堰失修，堤防残缺，易涝易平，多灾多难，‘农业

产量低而不稳，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建国后，陆丰县委，县政府为改变水利的落

后状况，发展农业生产，组织力量，认真规划，精心设计水利建设蓝图。在上级的支持

下。发动群众。艰苦奋斗，修水库，筑堤围，整治江河，兴建水电站，修建排灌工程，

基本形成了螺河，龙潭、五里牌三大灌溉系统，以及防洪防潮排涝体系。全县水利建

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极大地改变了我县西涝东早，易涝易早的被动局面。时发展我县

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大作用。

苯‘志'注重时代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结合，全面记载了本县在建国后各个历史阶段

水利建设的主要特征和成就，并对全县自然特征及其治理方针和措施，也作了扼要叙

述，体现了党的正确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再现了陆丰县人民群众兴修水利的

智慧和力量。本<志》还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我县在水利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失

误，有利于我们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探索水利建设的客观规律，更好地发展我县水利事

业。同时，对在水利建设和抗灾斗争中，卓有功劳的捐驱者，立侍入志，对在世者，采

取搿以事系人"方法载入史册，起了资政、存史和教育后人的作用。在此，谨向所有为水

利建设作出贡献的人们表示敬意l
、 7

本‘志’在人手少，时间短的情况下，蝙印问世，无疑渗透着修志者的心血，足资借

鉴l这圩我县修志工作也是一个有力的促进，希望互相切磋，一精益求精，进一步提高修

志工作水平，为发展我县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钟尼

一九九。年一月廿五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指导思想l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为准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修志原则。本志为水利水电专志，突出地域特点，以本县水利水电事业为主

线，志书记事，古今并裁，远近具列，原则是详今略古，详独略同，古为今用，立足当

代，具有社会主义的时代特征。

三，修忠体例，以横为主，横排竖写，纵横结合，以类系事，时类并举，志、记，

述、传．图，表、录综合运用，文体采用记述体，述而不作，寓褒眨于述事之中。

四、时间断限，上限追溯到有资料可考时，下限断至1987年。

五、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简称建国前)，沿用当时称谓记述，在

括号中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简称建国后)，一律以公元纪年。

六，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史料，除口碑素材外，一律保持原貌，注明出

处。凡涉及机构、官职时，按一般称谓，直书姓名，不加褒眨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后的资料，一般未注出处，以省篇幅。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因县属行政区划与地域名称多次变更，故记述事实

时，用该事实发生时的政区名称。人物则以事实发生时的职务称呼。

八，‘志’中的“党一、“党支部一、。党委修、。区委打、∥地委一、“省委打，系指中国共产

党及其各级委员会，省市县“政府"、露革委修、“人委一、“专区"、描地区"、“专署眵、“行

署”、“公社"与军队，系指相应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九、人物上志的原则和标准。原则是生不立传，对有突出贡献的在世人物，采取以

事系人的办法，分别记入有关章节。

，．．十、计量单位，均用法定计量单位，一些过渡使用的单位则用括号注明。文中的

“现有"、“现在"等词，均指1987年。

j十一、本志地面高程，县内各工程没有统一高程，均按注明高程为准。

．I寸二，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县水电局档案资料，以厦县文字档案，也有少数口碑

资‘料·

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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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陆丰县位于广东省东南部沿海，地处东经115。24740∥至1160187 16∥，北纬22。44728矿

至28。28，88”之间。南濒南海，海岸线长116．5公里。北靠莲花山脉，与紫金、五华两县

为界。东北至东南与汕头市揭西、普宁，惠来三县接壤，西面与海丰县为邻。南北向

长，最长70公里，东西向短，其最短距离20公里，全境周长872公里。广汕公路横贯本

县，县城东海镇处于广州、汕头两大城市之间，毗邻港澳和深圳、珠海和汕头特区。沿

海有甲子，乌坎、碣石等港I：I。

陆丰。在秦朝以前，属南越之地(即今广东、广西)。秦始皇卅三年(公元前214

年)平定南越，设置南海，象、桂林三郡。陆丰地区属南海郡博罗县。东晋咸和六年

(公元881年)，分南海郡置东官郡，同时划分博罗县，新置海丰县，陆丰地区属东官

郡海丰县。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从海丰县划出东部地区建立安陆县，县城设在

今大安镇陆军乡环珠寨。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又并入海丰县。清雍正九年(公

元1781年)，析原海丰县属坊廓、石帆、吉康三都置陆丰县，县城设东海浯旧圩寨

(今东海镇旧圩)。陆丰建县后，属惠州府。民国初期属潮循道，后属中区绥靖委员公

署、第十行政视察专员公署，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抗日战争胜利后，隶属第一区专

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属于东江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58年，改属粤东区行政

专员公署，1956年又改属惠阳专员公署。1958年改属汕头专员公署。1988年又改属惠阳

行政公署。第二次置县迄今仅有256年。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陆丰县与海丰县一起，在农民运动领袖彭湃领导下，创

建了全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并于1927年11月17日，成立了县级苏维埃政权。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时期，我党我军坚持武装斗争，与敌周旋，终于迎来全国胜利，陆丰人民

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所作的贡献，永垂史册l

县以下行政机构。建国以来，迭次变更。1987年底，全县有20个镇，7个乡，4个

国营农场和5个国营林场。辖区内有885个村民委员会，1 912个村民小组。总人口119．17

万人，其中农业人1：3有98．81万人(包括渔业人I：16．22万人)，占82．92％。总面积2686

平方公里，合402．9万亩。耕地面积1980年72．08万亩，1985年69．16万亩，1987年为

67．12万亩，按农业人日平均每人占有耕地仅达0．68亩。陆丰县向以农业为主，粮食作

物主要有稻谷、番茨和大豆，经济作物有甘蔗、花生和黄麻，大宗水果有荔枝、菠萝。

原有工业基础较差，建国以后，才逐步发展起来。 ．j

陆丰县地形受地质构造运动影响。县内主要山脉有。乌凸山脉，位于西北县境，主

峰乌凸，海拔1 288米，千米以上山峰还有三神凸、五马归槽、小乌凸、七星炼、园子

炼、猴予眯、淡桥子、石寮婊，香炉山，兰天蟑、圣峰蟑、马头坳晾及坪田凸。茶山蟑

山脉．位于螺溪镇东面．主峰茶山嶂，海拔868米。峨眉蟑山脉，位于东面县境，主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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蛾眉蟑，海拔980．8米。乌面岭山脉，主峰乌面岭，海拔738．4米。狮子蟑山脉，主峰三

丫石，海拔698．o米。西山山脉，主峰西山，海拔446米。，上述山脉，除西山山脉外，集

中于县境北部和中部，且环绕县境北、东，西三面展开，构成北部及东，西三面高，中

间低。地形由边缘向中间倾斜，中间由北向南倾斜地势格局。

在地势格局控制下，造成自北而南依次分布了山地、丘陵，平原(滨海台地)三个

地貌类型区，北部为山地，山高坡陡，峰峦重叠，一般坡度在25度以上，中部丘陵为

主，台地次之，山体浑圆，缓坡相连，一般坡度在15—25度，南部以平原为主，部分为丘

陵、台地，地面平坦，一般坡度在5度以下。 。

全县地面高程大于500米的山地面积255平方公里，占总面积9．5％，以北部8个乡

镇为主要范围。农林生产为主，高程在50一500米的丘陵台地l 057平方公里，占总面积

89．4％，主要分布于中部及南部一部分，以粮食，经济作物为主，低于50米的平原地带
1 874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51．1％，属于粮，油，糖，鱼及盐生产区。

．县内水系因受到地势格局严格控制，北、东、西兰面县境界线又是水系分水线，形

成三面封闭集水系统，主要河流多源自边境附近。除水东河自南向北流入榕江外，其余

河流均自北向南倾泻，独流入海，流程短，流量集中于汛期。全县平均年产水量88．98

亿立方米(含客水8。61亿立方米)，平均每人拥有水量3 269立方米。可能装机发电水

力资源11．2581万千瓦。年发电量4．2888亿千瓦／小时。

螺河，发源于本县与紫金县交界三神凸山，流经南万、河田、河口、大安、城东、河

西、潭西、东海、上英等乡镇，于碣石湾注入南海，干流长102公里。螺河有螺溪、南北

-溪和新田河3条一级支流。全流域面积1 856平方公里(含外县汇入89平方公里)，为

陆丰第一条独流入海大河。

乌坎河，俗称乌坎港，是县内第二条独流入海河流，发源予罗经嶂，流经八万、博

美、桥冲、城东、金厢等乡镇，长度48公里。一级支流长山河。流域包括陂洋、南塘镇

及华侨，铜锣湖农场在内，面积为506平方公里。

水东河，是榕江于流上游河段，属山区河流。发源于东坑乡境内凤凰山，流经东坑

乡和水唇镇，长度37公里．流域面积228公里。 。

龙潭河，又名桂坑水。是龙江的干流河段。发源于酱宁县人字蟑，流至普宁县深渡

村后进入陆丰县境，经陂洋镇的龙潭、古寨，草洋村进入惠来县。县境内干流河段长15

公里。面积123平方公里。

螯江，发源予县内十八尖山北麓，自发源地经鳌江水闸汇入甲子港(瀛江)，河长

8l公里。大部分河段为陆丰与惠来二县界河，流域面积273平方公里。鳌江流域在县境

之内包括华侨农场，陂洋，南塘和甲西8个乡镇的部分地区，面积为140平方公里。

此外，沿海尚有碣北乡南溪河和湖东镇湖东水等小河流。

陆丰县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海洋性气候特别明显，气候温

和，雨量充沛。汛期降雨集中，水热同季。县城东海镇年平均气温21．8℃，最热是七

月，月平均气温2813，昂冷是一月，平均气温13．8℃。极端最高气温37．8℃(1962年8

月1日)，极端最低气温O．9℃(1967年1月17日)。陆丰县是全省多雨区之一，平均

降雨量1 800一2 100毫米，县城年平均1 997毫米，降雨年际变化大，最高年(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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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盈达8 045毫米，最少年(1963年)仅有942．2毫米。比平均值减少52％。雨季开始

予8月下旬，结束于10月中旬，长达210天以上。汛期4—9月，平均雨量1 780毫米，

占全年总量87％，其中前汛期4—6月，以锋面低槽雨为主，雨量896．2毫米，占年降

雨量45％，这个时问的降雨，群众称为“龙舟水"，后汛期7—9月，以台风雨占优势，

雨量834．1毫米，占全年42％，是形成洪涝灾害主要因素。10月至次年3月，雨量稀少。

占全年18％，江河水位低落，经常出现旱情。因此，春旱、夏涝是本县水旱灾害的一般

规律。 0

夏、秋两季，西太平洋和南海的热带风暴，逐步加强而成台风。台风每年出现于5

--11月，活动最频繁在盛夏季节(7—9月)。从1959年至1987年统计，影响本县的台

风共达118次，其中严重影响的45次，平均每年为1．6次。往往台风还带来暴雨和海潮，

加重了灾害严重程度。

陆丰县雨量虽然充沛，但由于时空分布不均，从1959年至1987年28年中，发生春旱

的12年，其中严重干旱有6次，秋旱有21年，其中严重干旱有8次。出现秋连春早有。

1962年秋至1968年春7d11976年秋至1977年春，尤以1962年至1968年的一次秋连春早最为

严重。

由于地理位置，地形条件和气候影响，陆丰在历史上经常遭受洪，涝、早、潮和

风，寒等灾害袭击，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生命财产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1988年4月，

连续10天遭洪水、台风、湖水袭击，仅湖东港便损失渔船70多对，伤亡渔民1 200多人l

乌坎港内有8万多亩遭受咸潮为害，农作物全部失收，有120多户逃荒求乞。1948年8—

5月，大早，全县50多万亩农作物受旱，其中丢荒和晒死24万多亩，全县发生历史空前

大饥荒，死亡逃荒达183 000多人。

建国前，丰富的水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水利设施极为简陋。据记载。清乾隆十

年以前，由乡人创筑有：施厝洋陂、蛟溪陂等陂头13座，灌溉面积从数百亩至数千亩。

据了解，建国前，由群众修建的蓄水工程有：郑大潭(大安)、长潭(河田)、三口塘

(水唇)等山塘。螺河下游，乌坎港内人民为了防洪、御成，分散修筑低矮堤茔，但一

遇洪水、暴潮，便漫顶，溃决，无济于事，农作物浸死，人民遭殃。搿三日无雨火烧

埔，一日大雨水汪洋"，丘陵、台地苦早，望天收成，低洼地区内涝渍水，十年九无

收，沿海咸潮威胁，又苦缺水，难以耕种。因此虽然士地肥沃，雨量充沛，不得不选种

稍稻(一年生水稻，年收一次)和早稻(俗称埔早)，产量很低。人民为了解决食的问

题，只得种番薯，以其收成数量较多，聊以充饥。1949年陆丰种植番薯在20万亩以上，

种的是番薯，食的也是番薯，“番薯县"因而得名，生活甚为贫困。1949年全县受洪，潮

威胁面积27万亩，易涝而积16万亩，受旱灾威胁面积80万亩。

建国后，遵照毛泽东主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教导，党领导人民把兴修水利当成

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措施来抓，经过几十年艰苦努力，旧貌变新颜。初步建成高蓄，低

排的排灌系统和防洪、潮体系，同时初步建成了县内发电供电系统，改变了低涝，高

早、无电的历史局面。

回顾建国88年来，陆丰县的水利水电建设事业经历了艰难曲折、不断提高．逐步完

善的过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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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1950—1957)，主要是培修堤防，挖塘筑陂，修建小型蓄水工程。1949

年11月，全国水利会议提出水利建设的基本方针；“防止水患，兴修水利，以达到大量发

展生产的目的。嬲在干旱地区则应着重开渠灌溉，以保障与增加农业生产。，，当时，针对

县内堤防失修，河道淤塞情况，确定以治理洪、涝灾害为主，积极发展农田灌溉。在这

段时间内，除对螺河、乌坎河、鳌江一些河段采取展宽河道，加高培厚堤防，以防止决

口、漫溢j并在乌坎河和鳌江出日，修建防潮闸、坝；在部分低洼地区，开挖排水渠

道，减轻洪、涝灾害。灌溉方面，修建小(二)型水库29宗，及一批小型塘坝工程，但

因蓄水量少，远远未能满足需要。主要抗旱水源来自陂，坝及河流，抗旱工具主要依靠

水车。工程修建采用以工代赈，或部分由国家投资，部分由受益者自筹解决。

第二阶段(1958--1965)，主要是大力兴建灌溉工程，增加蓄水能力。在“蓄水为

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的方针指导下，为了满足工农业生产发展和耕作制度需要，意

识到搞好水利建设是当务之急。从1958年冬开始，县委领导全县人民集中人力、物力和

财力，大办以蓄水为主水利工程，陆丰许多骨干工程，都是在这8年间搞起来的。建成

工程有t大型龙潭水库和箨投围、三溪水、牛角隆，五里牌4宗中型水库，虎陂等25宗

小(一)型水库，还有大批塘、库蓄水工程。螺河实施“三河归一"整治工程，修建螺河

桥闸，初步形成了龙潭、螺河、五里牌三大灌溉系统。在丘陵地区兴建了如南塘电灌站

等机电灌溉站，从而大大提高了抗灾能力。

‘龙潭水库是陆丰唯一大型蓄水工程，它的建成，为县内南塘，甲西、湖东、甲子、

甲东、博美、陂洋等乡镇和华侨、铜锣湖农场，以及惠来县葵潭，东港、鳌江等乡镇，

共20多万亩耕地的用水来源得到解决。

这段时间的水利建设，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工作上的失

误，加之自然灾害的影响，出现许多偏差，甚至错误。突出的是工程计划贪多求大，部

分工程质量差，政策上“一平二调’’，思想上急躁冒进，作风上，部分干部强迫命令。水

利设施固然建成，但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蒙受了不必要的损失。事后，国家拿

了部分资金向群众结算兑现，群众受伤的元气才有所滋补恢复。

第三个阶段(1966—1976)，主要是配套挖潜，提高效益j发展水电事业。县内水

利建设的布局日臻完善，由单一治水转向以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开发水力资

源，建设水力发电站。这期问，全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力排“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兴

建了中型巷口水库，下碌、新响、石门坑，塔仔行、坑内6宗小(一)型水库，拓宽，

扩大龙潭水库总干渠，修建甲东引水渡槽桥工程，螺河桥闸引水灌溉渠道，东河8孔提

水闸，八万河陂闸及桥冲禾潭渡槽等灌溉及配套工程j并建设了一批水轮泵站，增加蓄

水能力，发挥工程效益。同时兴建头珩、龙潭，樟河，巷口等5座水力发电站，开展新

坑水电工程的前期工作。结合兴修水利，平整土地，大搞田间渠网化建设。但有部分地

方，搞“人造小平原矽，对河道进行截弯取直，工程不但没有发挥效益，又花费了人力，

物力和财力。．

第四阶段(1977--1987)，主要是加强管理，继续完善工程配套，逐步实现以增加

数量为主，转到提高效益为主，以工程建设为主，转到全面管理为主；以“单一利用’’，

转到“综合利用嬲三转变’’。这期间，一是对乌坎河、螺河，螯江内涝地区继续进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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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困国民经济调整，停止投资，工程未能拽计划实施完成’二是充分利用水利资源，

开展了多种经营，提高水利设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是水利系统内部进行了一系

列的改革，制订了规章、制度。电力方面，除了加紧新坑水电工程建设外，大力建设输

变电工程，扩大供电范围。

88年来，全县共投资17 887．48万元，其中国家投资6 169．05万元，占34．5％，群众

自筹(含以工代款)11 718．48万元，占65．5％。完成土方16 070．45万立方米，石方

207．02万立方米，用去钢材4698．9吨，水泥86 610．B吨，木材18 187．1立方米。

全县目前拥有大型水库1座，中型水库5座(不包括发电水库)．小(一)型水库

81座，小(二)型及以下山塘水库270宗(其中小(二)型137宗)，总库容41 033万立

方米，其中有效瘁容29 381万立方米。引水工程635宗，引水量17 964．9万立方米，其中

千亩以上引水工程10宗，引水量8 845万立方米。小水电站89宗，装机124台容量18712．9

千瓦，年发电量4 859．17万千瓦／小时，其中1 000千瓦以上电站4座1．156万千瓦(上述

水电站不包括南告水电厂)。110千伏线路共80公里，变电站2座容量35 000千伏安；35千

伏线路144．1公里，变电站7座容量29 150千伏安，10千伏线路550．7公里。电力排灌站

192站．装机215台，9 311千瓦，机械排灌站114台，1537千瓦。江堤47宗，长度197．2

公里，捍卫耕地面积19．99万亩，人口29．06万人，其中万亩以上堤围4宗，长度47．8公

里，捍卫耕地面积14．56万亩，人口21．28万人。海堤35宗，长度77．2公里，捍卫耕地

7．47万亩，人口19．12万人，其中万亩以上堤围2宗，捍卫耕地5．25万亩，人口9．96万

人。整治田间排灌系统12．93万亩。

兴办这些水利工程的结果，使全县有效灌溉面积达52．09万亩，占现有耕地面积

67．12万亩的77．8％，易涝面积16．22万亩，已治理的涝区面积6．06万亩．其中达到十年

一遇，三天排于8．62万亩。

上述水利、水电工程的兴建，虽有部分尚未达到设计要求．但人民的生活条件和工

农业生产条件．已大为改善，有力地保障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从1976年开始，全县粮食

年亩产突破400公斤。总产突破2．75亿公斤。其他各种农作物也都获得大幅度增长。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贯彻执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政策，实事求

是落实各项相应措施，全县工农业总产值72 195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38 306万元，农

村人均收A1510元。县管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在加强管理的前提下，开展综合经营，近

年收入也有很大的增长，总收入达11．63万元。

建国以来，全县水利机构在不断地充实和加强，县，乡镇都有一位负责人分管水利

工作。1954年水利科成立时，只有5名工作人员，现在全系统增加到1 574人。办公地

点由老爷庙搬进了办公大楼。对水利水电建设中拆迁的移民户，根据“就地安置，重建

家园，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国家扶助，发展生产"的移民方针，进行了安置。

不过，从当前的情况看，县内水利工程和电力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部分

大、中、小蓄水工程尚未达到部颁标准的有。龙潭水库和巷口、三溪水，五里牌、秣投

围4宗中型水库，还有16宗小(一)型水库，仍属险库，病库，相当部分千、支渠道及

建筑物年久失修，渗漏严重，效益下降，有些工程布局不合理，不配套，迄今未能发挥

设计效益，还有部分水源条件很差的死角，江海堤围防御能力低，江河设障，影响行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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