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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是中国独具的优良传统，是记载前人活动及重要事件的历

史-5实，也是指导我们现在工作，为后人提供历史镜鉴，推动社会发

展的有效手段。“盛世修志，传诸后人"o如实记载历史上的水利活动

和成就，是党和国家赋予我们的政治任务和历史使命。众多业内人士

认为，新时代的修志工作，是社会兴盛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

十分重视修志工作，江泽民同志曾指出：“编篆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

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江河、工程水利志是全国方志中极为重要

的一个内容。在我国，从大禹治水开始，历朝历代的兴衰存亡，无不与

水有关，因此可以说，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实际上是与中国的江

河治理历史紧密相关的。“治国必先治水"，这是中国历代有识之士之

共识。

赣抚平原水利工程一九五八至一九八八年原志的出版，真实地

再现了灌区建设的历史和现状，比较系统地总结了赣抚平原水利工

程建设与管理的历史经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建国以后党和政府领

导人民战天斗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干水利的丰功伟绩。原志对

指导灌区各项事业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了积极的

作用。 ．

赣抚平原水利工程原志书编篆至一九八八年底，距今已十二

年。为了使本工程志书完整延续，更好地为后人了解赣抚平原工程提

供可资借鉴的史料，现遵照省水利厅赣水办字(1999)002号<关于转

发水利部修志工作座谈会精神的通知>要求，经研究决定续修“赣抚

平原水利工程志"，为突出灌区这个重点，正式名称定为“江西省赣抚



平原灌区志”o

一九八九至二000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举世瞩目的十二年，也是本工程变革旧的管理模式，深化水

利管理改革取得显著成绩的十二年。十二年来，灌区各级政府和管理

单位在中央、省政府，特别是省水利厅的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党的

十四、十五大精神，贯彻中央“水利产业政策"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坚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解放思想，更新

观念，积极走“建设、管理、经营、开发、服务"一体化的路子，逐步建立

起水利管理良性运行新机制，使本工程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

变，由粗放型经营向效益型经营转变中迈上一个新台阶。十二年中，

灌区各级政府和管理机构针对工程老化失修、效益衰减、严重制约灌

区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实际情况，重视工程的更新改造工作，先后开展

了以清淤培堤、涵闸整修、防渗护坡等为主要内容的维修配套工作。

一九八七年，赣抚平原水利工程加固配套(一期)工程被列入国家“八

五”计划后，从一九八八年冬开始，先后对柴埠12、焦石、王家洲、箭江

口、天王渡等主要枢纽建筑物和渠道工程进行加固改造和续建配套

建设，历时六年，共计完成总投资3576．32万元(计划为2989万元)o

一期工程加固改造胜利完工后，基本扭转了赣抚平原灌区主要枢纽

工程老化失修、效益衰减的局面，为工程长远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

基础。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六年，本灌区又被国家计委、水利部列入全

国“八五”第四批商品粮基地建设20个重点灌溉工程试点之一，总投

资500万元(其中中央200万元)；一九九七，一九九八，一九九九及二

000年，中央继续将赣抚平原灌区续建配套工程列入全国重点大型灌

区续建配套项目建设计划。四年总投资分别为1250万元，1500万元，

1600万元，1000万元(其中中央补助引导资金分别为500万元，600

万元，800万元，500万元，其余为省配套和灌区各级自筹)o此外，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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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各级管理单位根据水费初步调整，收入有所增加的实际情况，为加

快维修配套步伐，每年从水费收入中提取2卜40％用于工程建设，如
果连同每年上级划拨的防汛、岁修等经费，这十二年，灌区对工程的

投入(含劳力、资金)，比工程初步建成后近三十年国家、集体投入总

和还多。初步改变了长期以来赣抚平原工程“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

状况，面貌有很大的改观，效益相应有所好转。但是，鉴于本工程在改

革开放前同全国许多水利工程一样，除受旧的管理体制束缚，工程建

设严重失血、欠账太多外，长期实行单一的管理体制以及低偿或无偿

供水也是导致工程效益停步不前甚至倒退的重要原因o“大锅水”至

今仍然是制约工程发展的顽症。因此，要使灌区真正摆脱旧体制的束

缚，踏上良性运行轨道，深化改革的路还很长。

水费，是水利管理单位赖以生存的重要经济来源。长期以来，由

于受传统习惯影响，人们对水的认识在观念上模糊，使用上随意，交

费上抵触，这就不得不使水管单位在经济上举步维艰。工程老损，效

益衰减，行业贫困，水的商品属性和水价长期被扭曲已成不争的事

实。从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随着“水利是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

地位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工程水价和水费计收

制度的改革摆上了水管单位的重要议事日程。十余年来，灌区各级政

府和管理机构在社会经济愈来愈商品化的实践中清楚地感受到，不

逐步扭转低偿或无偿供水局面，使水费标准尽快达到合理的水平，水

管单位就没有出路。在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从一九八

七年开始，在一九八五年初步改革的基础上，先后采取“变通”等办

法，适度调整了工农业供水价格，至一九九一年省政府5号令出台，

本灌区的水价基本达到了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但是仍属低偿供

水o 1997年11月经过有关部门反复审核，供水价格在沉寂多年后，调

整提高了城镇工业、生活用水水价等标准，使工业及生活用水水费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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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比调整前增长近一倍。从此灌区各级管理单位开始从低谷步入自我

维持的轨道。

工程经营管理在这十年中也开始摆脱传统的管理模式。由粗放型

向效益型转变。灌区各级管理机构从深化改革和灌区发展的要求出

发，在逐步建立与完善各项规章制度的基础上，按照有偿服务和规范

运作的原则，探索经营管理新路子。如在供水管理上，变以农业灌溉为

主为农、工、发电、生活等供水并重；在计划管理上，变“铺开型”为“收

缩型”将过去那种全面照顾的作法变为集中资金优先安排投资少、见

效快、回报高的项目，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在制度管理上，变“大锅

饭"为责、权、利同步，调动了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取得了不少看得

见，摸得着的成绩，赢得了上级和灌区群众的赞誉。正因为如此，这个

曾经在省内外同行业中颇有影响的灌区经过多年沉寂后重新被省内

外乃至国家有关部委所瞩目。各种荣誉和称号连年不断，从某种意义

上讲，已真正成为江西省水利管理行业的“龙头”。由于效益好转，经济

实力增强，许多过去想办而办不到的事，现在有的已经办成，更多的是

已开始起步；诸如工作制度化，检测规范化，建设标准化，管理法制化

和职工居住与办公条件的改善，收入大幅提高等。这些，既是深化改革

的重要内容，也是灌区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标志。

综上所述，笔者在通览原志后认为，此次续编应重点着笔于工程

更新改造、水费改革以及管理体制、管理规章制度、资产经营等方面的

改革经验与措施，以期达到“传诸后人"的效果o

2001年3月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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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大事记

一九八九年

A3月25日，赣抚平原水利工程管理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

在向塘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管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省政府办公厅、

省农办、省计委、省财政、水利、物价、粮食等部门和灌区县(市、区)水

利、粮食部门的负责同志应邀参加了会议。副省长兼管委会主任张逢

雨同志出席并主持会议。

会议重点研究和部署了如何加强领导，切实抓好“一期"加固配套

工程实施和完善农业水费恢复以实物(稻谷)计收等问题。

关于工程加固配套，会议要求管理局在八九年冬至九0年春重点

抓好焦石、柴埠口枢纽加固和天王渡总干船闸兴建；要求省水利厅部

署和督促省水利科学研究所、省水利勘测设计院做好焦石坝改闸模型

试验等前期工作；要求南昌县重点抓好二、四千渠的整治配套，进贤县

完成东于渠桐车港以下的清淤培堤，丰城市完成万福支渠的配套，南

昌市郊区完成五干渠整治未完项目。

关于完善农业水费恢复计收实物问题：

1．农业水费计收实物的原则不变；

2．除城郊菜农和个别公粮折币的缺粮户可按当时的议价折款交

现金外，所有农户都应交纳实物；

3．粮食部门代收后，允许水管部门按分成比例提取实物用于自

身多种经营或深加工。粮食部门如出省销售，其价格高于省定议购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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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价部分(扣除运杂费后)，水管部门得70％，粮食部门得30％。

A7月22日，’水利部水综经[1989】2号“关于颁发1988年水利综

合经营突出贡献奖的通知”，本局荣获“水利综合经营突出贡献集体

鼓励奖’’o通知称：系统内荣获1988年水利综合经营突出贡献集体鼓

励奖的单位，由部颁发奖状，各水利经营主管单位可根据本单位的实

际情况，商有关部门，向荣获鼓励奖的集体颁发一次性奖金。

A9月6日，省水利厅(89)赣水办字第033号“关于表彰全省水利

系统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授予江西省赣抚平原

水利工程管理局“先进单位"称号o

△10月9日，焦石进水闸、船闸加固配套建设开工。该两闸连同

1988年10月开工的柴埠12进水闸、船闸加固均为“一期”加固配套项

目工程o

△11月1日，天王渡总干船闸兴建工程开工(-期项目工程)。

一九九0年

△元月，江西省赣东抚西特等圩堤王家洲防洪节制闸加固扩建

工程胜利完工(此项工程不属一期工程项目)o

A2月，省水利厅党组决定，郑德志同志任省赣抚平原水利工程

管理局副局长o

A3月10日，柴埠口船闸加固改造工程经过一年半施工，完成全

部加固改造项目；5月10日，柴埠口进水闸加固工程竣工o

A5月25日，焦石进水闸、船闸加固改造工程胜利竣工o
’

／x7月1日至2日，赣抚平原水利工程管理委员会第八次(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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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在向塘召开。会议由副省长兼管委会主任委员张逢雨同志主

持。会议讨论和审议“关于加强工程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加强灌区

综合经营工作”和表彰八九年度灌区管理先进单位o

△10月，水利部副部长侯捷来局视察工作，并对“一期”工程的经

费安排作了重要指示o

A 1 1月8日，水利部水农水(1990)48号文“关于表彰全国先进灌

区、排灌泵站的通报"，本局被评为“全国先进管理单位”o

△12月15日，天王渡总干船闸兴建工程胜利竣工。

一九九一年

△元月23日，水利部部长钱正英在南昌滨江宾馆听取了副省长

张逢雨同志和本局局长马向前同志工作汇报(张副省长当时兼任赣

抚平原水利工程管理委员会主任)。

A2月20日，省物价局赣价费字(1991)第022号“关于调整赣抚

平原水利工程现行收费标准的复函”，对本工程的农业、工业、城镇生

活供水，发电用水以及船只、木材过闸收费标准作了相应的调整(详

见“水费改革”章节)。

A3月24日，赣抚平原水利工程管理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

在向塘召开。江西省副省长兼管委会主任委员张逢雨同志出席并主

持会议。会议讨论研究的主要问题有：关于调整灌区工、农业水费标

准问题；关于焦石大坝改建施工有关问题；关于进一步加快灌区工程

建设问题等o

△4月7L9日，焦石大坝改建工程实行招(议)标办法选择施工
气



队伍。省水利建设总公司、九江市水利建设公司、省交通厅港航管理

局等三单位到会参加议标。省水利厅、省水利规划设计院、省水利科

学研究所以及本局共20余名领导、专家参加评审。经过对各议标单位

“工程报价”、“施工资历”、“综合生产能力”等全面考评后并经省水利

厅批准，最终选择省水利建设总公司为“坝改”工程承建单位。

△4月30日，省水利厅赣水工管字(1991)029号“关于成立江西

省赣抚平原焦石坝改建工程指挥部的通知"称：为加强对焦石坝改建

工程的领导，协调各方关系，保证工程施工顺利进行，决定成立“江西

省赣抚平原焦石坝改建工程指挥部”o省水利厅副厅长邓勤琛同志任

指挥，赣抚平原管理局局长马向前，省水利厅工管处处长邓勤民，管

理局副局长朱来友三同志任副指挥。厅总工程师、厅直有关单位

(处)、有关地市、县领导为成员o

A5月7日，省水利厅转发水利部“关于对部级先进企业和先进

管理单位实行鼓励政策的意见的通知"的通知称：部级先进企业和先

进管理单位在授予称号的当年，除可对职工进行一次性奖励外，其

单位领导干部(包括正、副职)可升一级浮动工资，其他职工是否实

行浮动工资由单位自定⋯⋯o连续三年保持部级先进称号的单位，可

将按本规定浮动的工资转为固定工资。

△5月15日，赣抚平原水利工程焦石坝改建工程施工承建单位

部份施工人员和设备开始进场。本局及设计、监理人员也先后进场。

A5月21日，临川县政府、大岗乡政府、赣抚平原管理局签订《关

于毛坊村刘家村民小组部分农户搬迁协议书>。临川县副县长戴俊

文、大岗乡乡长陶金水、赣管局副局长朱来友分别代表协议方签字。

协议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及焦石大坝改建施工的需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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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刘家村民小组居住在焦石管理站区内的刘仕彪等11户村民房舍拆

迁到站区外另建；原宅居地收归赣抚平原焦石站使用。住房每平米拆

迁费150元；厨房每平米100元；猪牛舍每平米80元，总金额贰拾叁

万一仟叁佰玖拾元。新居地征地费陆万元，附属设施(水井等)建设费

壹万元，共计叁拾万零一仟叁佰玖拾元，全部拆建工程完成后由赣管

局付清全部款项(详见协议书)o

△4_6月，抚河上游平均降雨仅412．8mm，为历年同期降雨量的

53％，其中6月份降雨量仅80mm，为历年同期283mm的28．2％；7月

除3l号降雨21mm外基本无雨，上游洪门水库7月13日有效库容仅

8100万立米，为设计3．74亿立米的21．6％，6月25日焦石坝面脱水，

7月20日坝前水位仅26米，是工程兴建以来同期最低值。西总干进

闸流量仅卜10秒立米，灌区出现特大旱情。但由于各级领导重视，措
施得力，团结抗旱，至8月6日灌区完成95万亩晚稻栽插任务，做到

了“无雨有水，久旱无灾”o

A7月8日，焦石坝改建工程施工单位下河抛填上游围堰沙袋，

施工正式开始o

A 8月17日，省水利厅赣水工管字(1991)053号“关于推荐江西

省赣抚平原水利工程管理局为部一级灌溉排水工程管理单位的函”，

主送水利部，并附审报表、厅考评小组名单、考评意见和考核总结

等。

A 9月6日，泰国水土保持-9管理考查团在农业部国际合作司亚

非处王堂仁同志，省农牧鱼业厅外经办胡主任，省水利厅工管处邓勤

民处长、刘延鹏工程师等陪同下来局考查农田水利灌溉等方面的情

况。



／x9月18日，省粮食厅、水利厅联合下发《关于粮食部门代收代

营水费粮有关问题的通知>，主要精神是：

1．水利部门委托粮食部门代收入库的水费粮，其拨交价格按当

年当地的实际议购价格由粮食部f-1与水利部门结算；

2．代收手续费按入库水费粮结算价款的3％；仓储保管费按当地

粮食仓储保管的年实际平均费用收取(以存放四个月计算)；

△10月15日。水利部水企管(1991)14号《关于批准北京市京密

引水管理处等44个单位为部级管理单位的通知>，授予本局为“部一

级管理单位”o

一九九二年

△3月21日，由于3月中下旬抚河流域普降大雨，焦石坝上游水

位31．7l米，超过当时大坝改建围堰设计最高挡水位0．71米，导致围

堰漫顶溃决，大部分施工脚手架被冲毁，施工被迫停止。所幸的是此

时改闸工程全部闸墩达到予定高程，水下部分即已完工，避免了复工

时重作围堰的重大损失，但延误了工期3—5个月o

△4月13日，水利部副部长周文智来局视察工作，并为本工程提

词如下：

巧引抚河水，灌溉万顷田。

造福与人民，改革开新颜。

A 5月20日，省土地管理局、省水利厅关于转发国家土地管理

局、水利部(1992)国土籍字第1 1号《关于水利工程用地确权有关问题

的通知》，通知称，为依法确认水利工程用地的所有权，保障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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