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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

欣逢盛世修志之机，编纂一本社会主义的《宁都水利志》，。记远

古前辈之丰功，扬社会主义之伟绩，铸鉴往知来之明镜，砺四化必成

之决心，实是告慰前入，遗惠子孙的大好之事。

水是生命之源。水与人类之关系，任之则害，导之则利。故人类

漫长的发展史，很大一部分内容是与水旱灾害搏斗的历史，是变水害

为水利的文明史。
1

，．
‘，．

神州华厦，自有夏禹治水的记载以来，历代掌政人物，凡开明者

无不以治水为治国安邦之国策，古有战国蜀地都江堰，京杭大运河；

今有荆江分洪、治理淮河，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等，无不标志执政者

明智决策，标志着不同时代生产力的发展。

治国者能以治水而安邦，治县者更应该以治水而富民。
。。

宁都自三国吴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建县以来，素塔农业立县，

世世代代与水旱灾害搏斗，故有“纵使三年两不收，仍有米谷下赣

州”之说。1 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全民

动员，弘扬。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真理，．裔战不已，出现了宁都有

史以来绝无仅有的水利建设的．“黄金时代”，，奠定了宁都。粮食大

县一、 “赣南粮仓”的基础。 ■。■

从1950年起至1988年，全县建成小(二)型以上的水库102座，

引水工程4842座，提水工程302座，有效灌溉面积47．7万亩，占总耕

地面积的70．30％；旱涝保收面积的33．68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50．1 qo。全县水库星罗棋布，陂渠遍及全境，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灌溉

]



体系，增强了抗御水旱灾害的能力。小水电从无到有，白1958年建成

长胜公社黄岗水电站后，揭开了宁都水电新纪元，到1988年共建有电

站1 98座，装机235台，总容量1．63万千瓦。高压输电线路1089公里，

年发电4300多万度。百分之百的乡(镇)，86．38％的村，81．45％的

居民户用上了电，初步形成了城乡供电网络，基本满足了生产、生活

用电，这是全县人民的劳动结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水利水电业绩中，诚然包含着前进中的挫

折和失误，成就是主要的，失误也存在。有金子般的经验，也有血的

教训。‘把成就与失误均载入专志，4“彰善瘅恶”，让子孙后代，、为继

续发展宁都水利水电事业， “前有所稽，后有所鉴”， “善可为法，

恶可为戒”，这就是编纂《宁都水利志》的主要目的。

《宁都水利志》付印出版，它是宁都第一部社会主义水利

志，也是建县以来第一部水利专业志，其所载内容上溯建县以来1 700

多年，纵横全县4000平方公里，分门别类，约30万言。在有限的时

I"4内编成这本志书，实非易事，幸得县乡广大水利-r_作者齐心协力，

尤得县志办全体同志相助，始得大功告成。经省水利志办、地区水利

志办和各兄弟县水利志领导、专家、一同行的评议审查，认为政治观点

正确，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符合新志体例，语言朴实流畅，具有宁

都特色，且有一定的创新。诚然，。编纂者虽力求志书完善，但因时间

跨度过大，‘’资料难以苋集，书中瑕疵，仍然难免j

志书面世之后，望我水利同行做到“志贵于用”：发挥志书“资

治、教化、存史”功能，在水利建设中，起到“鉴古观今”， “以古

砺今，，，开拓未来的作用。聊叙数语，权作为序。

’· ∥
‘

．黄 作 近- ，．

’．一j ． 1990年12月



／ 凡 例

一、本志以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为编纂指导思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坚持党的十一届

线、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非功过，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客观公正地

规律。 ， ．·
=．

、二、运用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和新体例

容翔实，体例完备，特点鲜明，期求思想性、科学陛、资料性三者统

p●
’’

兰、上限时间远溯建县之始(公元2：36年)，下限至1 988年。贯

通古今，详今略古，重点放在1949年至1988年社会主义阶段。 ‘‘

四、记载不同朝代的时间，正文部分一律用历史纪年，加注公元

纪年；大事记用公元纪年，加注历史纪年。

。建国”前、后，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或

之后。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五、有关建国后农村体制，概用历史称谓。建国初为区、 乡、

村；1 958年以后为公社，大队、生产队；1 984年8月以后为乡、村委

会、村民小组。所有机构称谓，一律按历史称谓记载。

六、志中水文高程的记载，陆地水文以吴淞基面为准，工程水文

以黄海基面为准。

七，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多种形式，以记为主体。地

图．照片集中于编首部分，表格随文插附．

八、继承。横排门类，竖写历史”的传统格式，正文分章、节、
。

j蕴
乃



目三层结构。力求分类恰当，领属得体。

“概述”叙议结合，以叙为主； 。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

纪事本末体；正文部分用记叙体或说明体，力求叙事有据，不妄加评

论。

九、 “专志贵专一，详记水利专业发展变化，略记相应机构沿

革，部门或系统的党团工会和政治活动，分散载于大事记之中．

十，立传者j都是已故人物；殉职人员表，均为‘工地因公牺牲人

物；先进人物表，以获地、专级以上奖励者；领导人员更迭表卜限于
‘

局级机构，二级局以下单位或场、站历任领导人员，采取因草系人或

因事系人方式记叙。较大工程的设计人员，工程指挥人员，’一律以因

事系人方式记载。 ．．

十一，记数、计量及专用名词，按国家语委等七部门规定的统一

体例。



概 述

宁都自三国吴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建县以来，迄今已有1753年历史。

县，今日是赣州地区的农业大县，水利设施之多为全区各县之冠。宁都县位

赣州地区北部。北纬26变0j分至27度08分，东经115度40分至116度17分之间

昌为邻，南与瑞金，于都县接壤，西连兴国，永丰县，北毗乐安，宜黄，南丰县。南北长

117．2公里，东西宽61公里，呈长条形状。总面积为4053平方公里，山地占70．78％，耕地占

11．16％，农村居民点与园地占2．84％，城镇工矿用地占0．28％，交通用地占3．42％，水域

占3．93％，宾他用地占7．59％。概括为“七山半水分半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秒。全县现行行

政区划为26个乡(镇)，347个村民委员会，3539个村民小组，128290户，其中农业113658

户。总人口606521人，其中农业人口545765人。

宁都地势属中低丘陵地区，东西北三面环山，自北向南逐渐倾斜。中部和南部谷地平

缓，低丘广布，盆地相间。西北属雩山山脉，东部属武夷山脉，境内山峦迭翠，碗蜒逶遣。

平均海拔在300米至500米之间，最高点是东韶乡的凌云山，海拔1454．9米，最低处是黄石乡

的石头村下车坪小组，海拔154米，境内800米以上山峰120座，千米以上高峰33座，全境属

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无霜期长，气候温和。多年日平均气温

18．3。C，历年极端最高气温39．60 C(对坊站1976年7月19日)，极端最低气温一9．5。C

(东韶站1979年2月1日)，最冷月为1月，平均气温6．9。C，最热月为7月，平均气温

28．4。C。历年平均无霜期280天，最长年319天，最短年224天，全县热量分布趋势，南高北

低，中部丘陵平原高于东西北面山地，南北年平均温度相差5．1。C。全年平均日照为1938／]、

时，日照百分率为44％。降水量历年平均为1588毫米，多年平均降水天数为163天，各地降

水分布不均匀，北部山区多于中部地区。降水的季节多集中于4至10月，占全年降水总量的

75％，其中4至6月的降水量占全年降水总量的50％，多以暴雨出现。暴雨又比较集中且强

度较大．多年最大一日降水量为234．2毫米(赖村站1980年)，最大3日降水量378．8毫米

(石上站1984年5月30日至6月1日)。县内多年平均蒸发量为1557．4毫米，全年蒸发量最

大的是7月，月蒸发量最大达297．7毫米，蒸发量最小的为1月，只有29．9毫米．县内宁都

水文站多年平均径流深965．4毫米，多年平均流量72．69秒立米，多年平均径流总量22．96亿

立米，多年平均径流系数0．58，按县城水文站的实测资料推算，全县各河多年平均径流量

39．13亿立米，多年平均流量124．08秒立米。全年径流集中于4至10月，径流总量达34．13亿

立米，占全年径流总量的87．2％。

1／／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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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内主要河流均属梅江水系。梅江发源于肖田乡王陂嶂，流经肖田、员布，洛口，东山

坝，石上，梅江，刘坑、竹笮、田头，长胜、黄石等11个乡(镇)。县境内全长145．2公

里，在于都境内龙石咀注入贡水。在宁都境内控制集水面积2931．46平方公里(不包括琴江

和青塘河)，占全县总面积的72．38％。

梅江右岸各条主，支流以零山山脉为其发源地，自西北向东南汇入梅江主河槽。其一级

支流有肖田河，琳池河，黄陂河、安福河，竹坑河，赤沙塘河，共控制流域面积1757．56平

方公里，内含各大小支流235条，水能蕴藏量70560千瓦，梅江左岸的各条主支流以武夷山山

lic为其发源地，自东南向西北汇入梅江主河槽，其一级支流有枧田河，洋溪口河，杉木坑

河，老溪河、会同河，固厚河，共控制流域面积1173．9平方公里，内含各大小支流154条．

水能蕴藏量30421千瓦． 。

发源于境内青塘乡坎田村的青塘河，流经青塘、赖村二个乡，至于都曲洋乡注入梅江

河，在县境内河长55公里，控制集水面积334．8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8．26％，在本县

境内有主支流四条，水能蕴藏量11788千瓦。

发源于石城县的琴江河，流经宁都境内的河长49．6公里，控制流域面积461．1平、方公

里，共计控制流域面积2134．6平方公里，在黄石乡营底村与梅江河汇合，该河多年平均径流

量为66．94秒立米。

除上述三大主要河流及其支流外，尚有发源予境内的12条小溪流，径流不流入梅江，直

接流到外县。这些溪流在境内的流域面积共323．64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7．99％，多年平

均径流量9．594秒立米。
’

．综观全县有大小河流638条，其中流域面积2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65条。以上河流水

能蕴藏量“．18万千瓦．根据现有规划可开发量7．12万千瓦，因此，宁都地表水资源是比较

丰富。

建国前，历代政府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不足，人的活动对山林的破坏，造成水土流失

严重。据调焘统计到1988年全县水土流失面积165．45万亩，占全县山地面积的38％，其中轻

度流失97．34万亩，中度流失28．72万亩，强度流失37．39万亩。宁都是全省水土流失重点县

之一，因此造成河道淤塞，水源枯竭，水旱灾害频繁，五料俱缺，这是造成宁都县群众生活和

国民经济长期贫困落后的一个主要因素。建国后，开展了群众性水土保持工作，进行综合治

理，．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治标多于治本，边治边毁，水土流失仍然日趋严重，给人民的生活

带来恶果。

建国前在漫氏的历史岁月里。县内的水利设施．因土地长期集中在少数地主豪绅手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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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贫雇农租地耕作，承受地租剥削，无力养地改土，也缺乏耕作积极性，加上土地分散经

营，缺少大规模兴修水利的条件。科学技术不发达，兴修水利事业的发展一直极为缓慢，故

县内水利设施寥寥可数．水旱灾害连年不断，人民尝尽了水旱灾害的苦头。旧时的水利设

施，主要是依靠一些山塘、平塘，简易的堆石陂坝或无坝弓f水渠道，以及筒车，脚踏手摇

车、戽斗等来解决少量农田灌溉，大部分农田都靠天降水，引用山泉灌溉，抗旱能力极差，

据清乾隆六年(1741年)宁都县志记载，有水陂272座，灌溉农田58313亩l据民国三十二年

(1943年)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统计资料记载，全县修理旧±J111803丈，新挖水±J11294丈，水

塘、引口、筑陂坝2l座，圩堤7公里，筒车473座，受益农田32677亩。直到1949年解放时，?

全县农田灌溉面积仅有i3．53万亩，而且抗旱能力极低，一般只能抗御干早15至30天，沿河

低洼地三天下雨就成涝。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人民政府在百废待举，诸事纷繁当中就非常重视水币J』

水电建设，1950年冬，政府就号召群众大力兴修水利，首先修复原有水利工程，在此基础上

由县政府确定一名副县长具体负责专管水利工作。重点组织兴建了一批较大型的陂坝引水工

程，如刘坑乡的过龙陂，长江陂，石上乡的海螺坝，长胜，田头乡的走马陂等，这些工程的

建成不但解决了全县几个重旱地区数万亩农田的灌溉达到高标准的抗旱能力，并给全县人民

做出了示范，激发了群众迫切要求兴修水利的积极性，因而建成了一大批引水工程。1958年

冬，县内第一座中型水库——竹坑水库开工，标志着我县水利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这座工程

的建成，不但解决了城郊1万多亩高产农田的灌溉，并为全县水电事业开创了新纪元。县城电

力生产从此摆脱了长期依靠小型煤气机和柴油机发电的局面，缓解了电力不足的困难。通过竹

坑水库的几年施工，全县锻炼培养了一批施工技术队伍，因而在60年代初，全县又掀起一个大

搞小型水库和机电排灌的高潮，全县大部分小(一)型和小(二)型水库都是在60年代动工

兴建的，尤其是1964年春，宁都较早地从广东引进水轮泵提水工具，全县又掀起兴建水轮泵

站的热潮，水轮泵不但解决了一批农田灌溉，而且在当时农村动力机械比较缺乏的情况下，

并解决了一部分山区发电和农副产品加工的动力，深受群众欢迎。1969年冬，在总结竹坑水

库和其它小型水库建设和效益经验的基础上，又发动全县人民动工新建老埠水库，这是一座

赣州地区土坝最高的水库。70年代初，又动员全县人民新建了县内有史以来第一座大型水库

一一团结水库，这座水库的兴建，动员了全县干部群众，历时八年，终于在1979年全面竣工

并产生效益。整个七十年代．．是全县水电建设的高潮期，据统计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的

10年间，全县水电装机净增1．2万多千瓦，平均年增加装机1200多千瓦，是历史上水电建设

发展最快的时期。

1980年以后，由于农村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家财政体制的改革，中央对水

利工作提出了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管理上来的方针，为此，我

县主要是抓好已建工程的经营管理，落实承包责任制。在工程建设上以除险，保安，加固，

续建配套为重点．对现有工程进行了查安全定标准，查效益定措施，查综合经营定发展计划

的口三查三定一工作，对小水电站进行查安全定措施，查设备定定额，查效益定指标，查管

理定制度的。四查四定斗工作．对全县小(=)型以上103座水库。都分期分批作出了程度

’

l
l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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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加固处理和续建配套工作。

1950年至1988年，通过全县人民38年的努力，水剃水电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截至1988

年底，全县拥有各种蓄水工程6337座，包括大型水摩一座，中型水库2座，小(一)型水库

28座，小(二)型水库71座，各种山塘平塘6735口，总蓄水量达3．42亿立米，有效灌溉面积

17．20万亩。 '．j

引水工程4842座，包括灌溉万亩以上工程1座。千亩以上工程10座，有效灌溉面积

26．65万亩。

提水工程302座，包括机灌站55座，电灌站137座，共装机3833千瓦，喷灌90台320马力，

水轮泵站20座24苗，共计有效灌溉面积3．93万亩。 j

全县有效灌溉面积总共达47．70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70．3％。旱涝保收面积33．68万

亩，占耕地面积的50．1％。

在水保方面，建国后至1988年，全县共修建水平梯田和水平台地5．9万亩，开挖竹节水

平沟，治理面积2．13万亩，修建拦沙坝350多座(其中大型拦沙坝兼伫水库用的有9座)．

在水土流失区，营造水保林23．8万亩，果树林5000亩，用材林5870亩，种牧草2660亩。初步

治理面积64．9万亩，其中保存面积25．31万亩，占治理水土流失面积的39％。

在水力发电方面，建国前是空白，建国后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至1988年底

止，已有水电站198座，总装机1．63万千瓦，年发电量达4071．2万千瓦b全县已架设高压输

电线路1089．2公里，其中35千伏139公里，6至lO千伏950．2公里。400伏以下低压线路i826

公里，35千伏变电所4座，6台，8710千伏安。全县100％的乡镇，86．38％的村民委员会，

82．03％的村民小组，81．45％的户已经用上电，全县人平有电源28．2瓦，人平占有年电量

61．2千瓦小时．

建国以来，国家(包括中央、省、地、县各种渠道)对宁都水利水电，水保建设投资及补

助费约4112万元，群众自筹及劳务折款约1．14亿元，银行贷款1200多万元，总的形成固定资

产1．67亿元，投入劳动工日6361万个，完成土石方6420万立米，混凝土4万立米。

水利水电技术队伍也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到1988年底止，

全系统已有技术干部57人，其中工程师12人，助理工程师28人，技术员17人，农民技术员

128人。还有各种技术工人567人。从水利事业发展的要求看，目前技术人员数量和素质都还

适应不了现实的需要。急须大力充实培训和提高。

：建国后全县水利、水电、水保事业的成就是主要的，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成就与

失误并存，优越性与弊端并存，因而在发展中也有失误和教训，主要是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

代初兴建的工程中，有一部分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技术水平所限，缺乏水文地质勘察等手

段，导致水文地质等第一性资料不明，不能在设计和施工中预先或主动作出有效处理，有的

是没有通过正规勘测设计，采取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作法，含有一定的盲目性，有的

工程仅凭一两个领导的主观意志就任意修改设计，有的贪快图省，急于求成，热情有余，科

学态度不足，不顾施工质量，不按施工操作规程，不尊重科学，致使全县所建工程遗留下较

多病险库和工程隐患，造成八十年代花大力气，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除险加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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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严重存在口重建轻管一的思想，工程建成后，管理工作没有认真跟上，致使工程失

修，渠道淤塞，灌溉效益逐年减少，有的不重视配套，发挥不了应有的设计效益。较长一段

时J可没有重视开展工程综合经营，以水养水，以电养电的方针还贯彻不够，全面征收水费工

作还没有得到认真贯彻，部分群众有单纯依赖国家扶助思想，这些问题都已正在着手解决。

自建县至今宁都人民历经了世世代代的艰辛努力，为全县水利建设，出了大力，流了大

汗，尤其建国后38年，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方针，开创了水利，水电，水保前所未有的

光辉业迹。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县人民继往开来，正以饱满的热情，为振兴宁都经济取得更

大的成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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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年)

年)

农历五月．小布山洪暴发，冲塌房屋300余问，死12人，壅田90余亩·

1 7 4 1年 (清乾隆六年)

农历五月初四日，暴雨，琴江水盛涨。长胜圩当街，群众争渡河，渡船沉没，溺死



者63人。

是年统计，全县筑有水陂272座，灌田5．83Zr亩。．：j：!：f

1 7 7 5年‘ (清乾隆四十年)‘：

． 大水，冲毁城西秋城门外龙石桥，溪沙壅塞，贻害田庐。
●

． ’、

1 8 o o年， (清嘉庆五年) 。
，'

农历七月十五至十七日，连日大雨，州治西乡山水骤发，城墙倾圮，倒塌瓦房18930

问，草房1245问，淹死人N4392各，冲毁农田．2．33万亩。+ 户

T。 一一 ～

1 8 2 2年 (清道光二年)’
⋯

●

农历四月二十四日至五月，重修环玉陂(又称曾家陂)，灌田3000余亩。该陂曾于南宋

嘉定至端平年间和明洪武年闯几经修复，明成化末年被圮，明隆庆二年修复后又圮。

1 8 7 6年． (清光绪二年) 。

农历六月初三日，大水，7县城大部分地区成为泽国，洪水淹至西厢村汉帝庙。县内有19

万亩耕地变成为沙州，数百间民房被冲塌，城内淹死40余人．
，

1 8 8 3年 (清光绪九年)
．P

’
，

‘

大旱，农历四至七月滴雨未下。
1 ‘

1 9 1 5年 民国四年)
， ^

大水。塘角，永渡木桥水毁，道路淹阻。

1 9 2 9年

4月29日，红四军攻克宁都县城。

5月3日，成立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

1 9 3 0年-
● ，

‘

P‘

2月，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改名为县苏维埃政府，内设土地部，全县水利工作归该部管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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