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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惠阳县近代，虽不乏潜心，沿东江修筑堤围，御洪防沙，丘陵地区筑陂(平塘)灌田。

但由于工程规模小，标准低，设施简陋，效益少，水旱灾害频仍，沿江地区几乎“频岁告

淹"，低洼土地十种九不收，丘陵地区苦早，望天收成。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许多地方

失去平衡的生态一直延续发展到四十年代末期，虽当时全县共有干支堤4S．Ol公里，蓄水灌

溉的平塘、引水陂的灌溉总面积约占总耕地的8．6另，但因年久失修，远不能适应全县人民生

产的发展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三天不雨田龟裂，一天大雨水汪洋"是当时惠阳县

状况的真实写照。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开始，以提高防洪能力为重点，修复和发展小型灌溉工

程。1953年以后，实行旱洪并治，大力兴建蓄，引水工程和防洪(潮)工程。随着国力恢

复，经济建设的发展，1958年以后本县水利建设进入到以流域为范围，以兴利为主，结合除

患的新阶段，在东江和西枝江流域内兴建起观洞、黄沙、招元、沙田、大坑、黄皮岭、石

鼓、碗窑、石头河，黄洞、大洞等一批中型和小(一)型水库。这些工程的建成有效地控制住

部分水源。为了与以上工程配套成龙，充分利用本县水资源，从1964年开始，先后在县境内

的东江和西枝江千支流兴建了160多座电力灌溉站和60多座电力排涝站，修筑江海堤国33条

(包括1964年前建的堤围)，总长173．84公里，兴建小水电站1S座(1985年实有数)，110千

伏输变电站2座，35千伏变电站8座，渡槽(主要的)13座，使全县70％以上的农田用水有

了保障，为发展本县国民经济提供了基础条件。县内电冈纵横交错，22个乡镇(场)占98．1％

户数用上了电。昔日“油灯伴长夜"，而今“明珠照当空”。

这里值得提到的是东江下游潼湖整治工程，该项工程曾得到广东省委、省政府直接关怀

和支持，经过7个冬春，l万多民工艰苦奋战，才得以完成。继这项工程之后，又于1975年

开始集中1．2万多民工开挖淡澳持洪工程，经6个冬春的战斗，终于开挖出1条14公里(包括

疏河4．6公里)长的分洪河道，分洪流量280立方米每秒，淡水10年一遇洪水位可降低1．3米，

受益农田面积1．6万亩。 ．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惠阳县水利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水利工作在

“全面服务，转轨变型”的方针指引下，又取得了新的成就，现在正朝着加快和深化改革方

面前进。

创业不易，守业更难。现有水利水电建设的业绩，是惠阳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

府领导下辛勤劳动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它倾注着惠阳县几代人的心血。为了继前辈创业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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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三年来，承蒙各界人士热情美注，鼎力相助，我们撰写了这部《惠阳县水利志》，不仅

记录惠阳英雄儿女改造惠阳山河约史实，而且还使人民了解全县水利水电建设的现状，激励

人们珍惜这些宝贵财富，从而总结经验，科学管理，找出薄弱环节，把水利建设提高到一个

新的水平，更加充分利用全县丰富的水资源，为建设文明、繁荣的新惠阳做出贡献。

郑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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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阳县地处东江中下游南岸，由于地理匣置，地形和气候的影响，历史上水、旱、风等

自然灾害频繁，严重地威胁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惠阳县人民为了生

存和发展生产，从明代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开始，至民国37(公元1948年)前先

后筑堤防洪，筑陂(塘)灌田，但因各种原因，成效不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本县水利建设事业取得了

光辉的成就。特别是1954年周思来总理提出“今后必须积极从流域规划入手，采取治标治本

结合，防洪排涝并重，继续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同时积极兴办农田水利，以逐渐减免各种

水旱灾害，保证农业生产的增长’’的全国水利建设方针。中共惠阳县委、惠阳县人民政府在

水利建设上，正是遵循这个方针，带领全县人民，按照东江和西枝江流域规划及全县水利建

设规划，逐步予以实现，防洪、排涝、灌溉等成效显著。1978年12月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惠阳县水利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特别是1985年水利工作在“全面服务，转轨

变型’’的方针指引下，又取得了新的成就，现在正朝着加快和深化水利改革方面前进。对于

这漫长的水利建设历程，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水利建设的实践，如实地记载下

来，不仅可为当今的水利建设提供历史借鉴，而且也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遵照上级水电部门的指示和要求，惠阳县水利电力局决定编纂《惠阳县水利志》，作为

地方志中的一个专志。1985年4月5 B成立《惠阳县水利志》编纂领导小组，下设编辑组．按

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中共中央《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坚持实事求是

和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按照“三新"(新材料、新观点、新办法)、“三性”(思

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要求，用了3年多的时间，搜集、整理、核实资料，反复编纂和

修改，五易其稿，于1988年n月编写出《惠阳县水利志》，全书分12章、44节，共19万字。

本志书的编纂，力求翔实地记述本县水利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概括前人治水的经验

教训，反映本县水利事业发展的规律，论述水利建设与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关系，以期对本

县今后水利现代化建设、发展国民经济起到一定的借鉴和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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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 例

弋本志编纂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并以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二、本志按详今略古的原则，上限追溯至宋代，下限到1985年，叙事重点放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的36年。

三、本县原辖区域范围曾多次分合变动，本志叙事时以1965年7月划定的惠阳县区域为

限。1965年前水旱灾害的数字无法分开的，则按原灾年的县域记述。县及县以下的机构名称

亦曾有更变，叙述时一律按当时的机构名称。

四、本志篇目，按章、节排列，以类系事，以事立章，横排竖写。全书分为序、前言、

凡例，大事记，概述、附录，编志始宋和志书芷文12章，44节，共19万字。随文配插必要的

图，表、录，照片。大事记采用编年记事本末体。

五，本志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简称建国前)的历史资料，主要来自明、

清代<归善县志》，《惠州府志》、《元史五行志》、《明史五行志》及《惠阳县新志》

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的资料，主要来自县档案馆，县水电局资料室，

县统计局、惠阳地区水利电力处资料室及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广东省水利电力厅的有关

资料，还有民间口碑、调查资料等。所引用的历史资料，尽量在记述中注明出处。

六、本志中各种数据，建国前均来自旧档、旧志。建国后主要以县统计局、县水电局记

载为主。但不管建国前后的数据，遇有记载不一时，经查实取合理可靠的数据。

七、本志采用的纪年，建国前采用朝代，国号纪年，在后面注明公元纪年，建国后采用

公元纪年。志书第一次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用全称，以后，简称为建国前和建国后。

八、本志凡简称党的均指中国共产党，凡称支部、党委、县委，地委、省委等均指中国

共产党所在组织。

九、本志地面高程采取珠江基面水准为主。计量单位一般按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执行，历史资料则按当时使用单位记述。

十、本志所用的数字写法是按照1987年2月起试行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部

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试行规定”执行，文字一律用规范字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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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大事记

(1368—1985)

明洪武年(公元1868．-．一1398年)

乡绅邓四少(秀才)倡筑三山至马山堤段(马鞍围)，堤长6公里，堤高1米左右，仍

留渡船头和坳背沥两决口l公里。

明嘉靖四年(公元1624年)

秋七月 归善大水。知府李傅请免本年田租之三，许之。时积雨弥旬，水乃骤溢，坏公

署民居，漂没田禾，人多溺死者，郡匿不以闻，及傅到即上疏恳请获免秋粮十之兰，士论韪

之。

清乾隆=十五前(公元1760年前)

由源塘村民兴建鸭窟璺(水日圩至下源段)，堤璺长2公里，堤高l米左右。

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

春旱 四月中旬始雨，斗米贵至钱四百文。

清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

鸭窟整被洪水冲崩，由乡绅(当时称筑堤总理)严铭昌、严立恒2人倡议组织堵口复

堤，予嘉庆十六年(公元181"!年)竣工。立碑记其事，改名为“永宁照”。

清道光年问(公元1821"-,1851年)

万年、青边等村民兴建万年至潭屋山堤段，堤长12公里，堤身高1米左右。

清同治三年(公元1664年)

七月大水 自二月至一f：月雨无间日，虽盛夏晨暮犹寒，县城雉堞尽没，府城西门不没者

尺许，西江村市田庐漂荡无算，浮尸遍水面。

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
’

八月 大雨飓风，府学宫檑星门石柱倒折，文星塔顶飞坠，沿海漂没万余人。冬不雨，

麦失收。
、

清光绪年问(公元1875—1908年)

兴建石井，南边灶等10条海堤，总长8．03公里，捍卫耕地面积2270亩，人1：：12700人。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

6月‘大雨月余，江水膨涨，马安，．汝湖、三栋，横沥，水日，平潭、平山，甲子一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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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禾苗浸没，米价巨增，城内水深丈余，马鞍围横沙决围。

民国4年(公元1915年)

6月 广东东、西、北三江水同时盛涨，惠州、广和约等处均崩围，受灾人口20．91万

人，受灾面积39．35万亩，损失总值稻谷12．49万市担。

民国6年(公元1917年)

马鞍围横沙被大水两次决围，受灾人口4．23万人，受灾面积6．37万亩，损失总值稻谷

12．92万市抵
民国22年(公元1933年)

8月19日 台风海潮，澳头马庙潮痕高程S．S米，相当1l级以上台风，受灾人口2．69万

人，受灾面积4676市亩，损失总值稻谷1．28万市担。

民国24年(公元1935年)

6月 惠阳、东莞县属潼湖防潦委员会，签订借款合约，筹办潼湖防潦工程。1936年12

月省水利局修改防潦计划，建闸浚涌，工程费预算共4。37万元，由省水利局筹借3万元，其

余由防潦委员会自筹。

民国31年(公元1942年)

冬由县绅丘兆琛、钟作良等发起组织成立惠阳水利促进委员会，呈报省建设厅派队到

县施测马鞍围防潦区，以谋兴建水利工程祛灾增产。于公元1944年测量、设计工作全部完成，

拟将工程计划呈报行政院水利委员会核准，旋因粤北战争忽起，筹备工作遂尔停顿。

民国32年(公元1948年)

春大早，受灾面积S4．30万亩(含惠东县、惠州市)。加上日军陷境，侨汇断绝，粮价

上涨，饿殍载道；仅淡水、平山两地就饿死5900人，2万多人逃荒，4800多户卖儿女、田

地、农具和家私。

民国33年(公元1944年)

3月 惠阳县城郊鹿游岗防潦工程开工，同年7月竣工，工程费28．8万元，由当地人民

集资，省建设厅督导办理，受益田亩1200亩。

民国35年(公元1946年)

春成立惠阳县马赢围围董会，董事长丘兆琛，副董事长钟作良，董事1】，人，候补董事

9人。
’

12月5日 由广东省建设厅厅长谢文龙主持兴建马鞍围西干堤(马安山至潭屋山)7．88公

里；兴建龙蟠、林村、慈威、崩江、临江、青边、合山门7座水闸，培修东江干堤和合山门

堤段共22．s4公里(包括山地)。从此，马鞍围遂成为完整堤围，全堤总长30．82公里，滓-卫

耕地9万商，人口S万人。
’

民国36年(公元1947年)

6月 上旬水灾，惠州水位16．09米，受灾人口20万人，受灾耕地面积30万市亩，毁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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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万闾，部分损坏s2间，决堤4条，决日7处，-E：soss米。马鞍围大湖溪、横沙、卢屋3

处决口，禾苗尽没，水过成溪谷。 ．

公元1949年 ，

lob 16日 惠阳全县解放，在淡水镇成立县人民政府，县政府设置建设科，科长朱星

一，副科长翁汉奎，负责农业、林业、水利j水产、交通、电信、工矿等项县政工作。

1950年
‘●

3月11日本县认真贯彻执行省人民政府提出的“以防洪复堤、培修抢险为主力的水利

方针，是年秋对原有马鞍围、潼湖围、广和围、三溯围和水东围大力进行培修加固外，并新

建三渊围和水东围堤段12．9公里。

4月 成立惠阳县防汛指挥部，县长王舒任指挥。办公地点设在县政府内。

1961年

7月 本县选派李德修，钟燕攀、黄长旺等17人参加东江专署水利科在本县举办的东江

堤围训练班学习，时间1个月，结业后回县各堤围管理所工作。

9月 由东江专署水利科勘测设计施工的本县第一座马安区胡椒陂水库(小(二)型)动

工兴建，1952年建成，集水面积1．8平方公里，总库容70万立方米，原设计灌溉面积2000亩。

1956年10月因下游已建河洞水库，被取代之。

i2月．由珠江水利工程总局东江工程队勘测、设计和施工的马鞍围整修工程动工d新建

太湖溪，．合山门两水闸气灌修加固龙蟠!林村，崩江‘．临江、青边等水闸；全堤进行加高培

厚及枫园堤段改线2公里。到1952年全部工程完成，马鞍围防洪标准达到5年_遇标准，设

计水位王7．48米(即现在水面线)。

．·_ 1952年
’

3月 县选送黄润舜、张水容、何育祺、李焕文4人参加东汪专署水利科在惠州下角举

办的水利训练班，时间6个月，结业后回县搞水利技术工作，成为县水利技术骨干。

7、月 出东江专署及惠阳、东莞两县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负责调解处理有关潼湖地区

惠阳县沥橼和东莞县黎树水利及其他纠纷问题。为解决实际阍题，1953年冬由省拨款13亿元

(旧币)，兴建东莞县黎村乡南坑山塘、乌石坑山塘及惠阳县沥林平塘等水利工程，于1954

年汛前竣工。

8月 马鞍围派出9人赴淮河工地学习打硪技术，以解决本县水利工程土方压实的问

题。、

1958年

， 5月．，成立县农建科，一吐其顺为科长，．陈玉英为副科长。 ，、

S月。贯彻省水利局1953年初提出的“水利工作由防洪复堤为主，逐步转向防洪与灌溉

并重和防旱灌溉为主努的方针，制订出本县早洪并治的水利计戈H，分期实旌。

5 B30日东江发生水灾，6月4日惠州水位14．86米。由于东江洪水暴涨倒入西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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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浸的有芦洲、横沥，水日，良井、永湖、潼湖、镇隆(包括沥林)淡水等区的7S个乡，受

灾人1：124．47万人，耕地面积32万亩，损失稻谷32．8万担，死亡8人，受浸房屋2000多间，马

鞍围发生30多处渗漏和塌坡塌岸。

8月 省水文总站在本县横沥区岭下村设立水文站；吕月朋任站长。

10月 省水利局负责设计和施工的水口区下源机灌站动工，1954年4月竣工。该站原装

机6台，360马力，1965年改为电灌站，装机450千瓦，设计灌溉面积1．04万亩。该站由于渠

道长，输水损失大，成本高，因而。围内各乡村自行建电灌站，加上县氮肥厂建在该站站址

上，1978年后该站已停止使用。

lO月 省水利局负责设计和施工的中南试点之一的原水口区坑塘口水库(小(一)型)动

工，1954年竣工。集水面积2平方公里，总库容212．5万立方米，原设计灌溉面积6000亩。

11月 省水利厅派吴康发、章诗赋、莫培桂、陈伟权、陈汉华，张尧麟等6人到本县支

援水利建设，1954年因工作需要留下惠阳县工作。

1954年

4月 县选送卢初安、纪福生、严国民等6人参加省水利厅在本县水口区万年村举办的

为期6个月的机械排灌训练班学习。

7月 成立县水利科，曾其中代科长，编制18人，其中行政干部7人，技术人员11人。

8月 本县自行勘测、设计和施工的第一座狮子水库(小(一)型)动工，1956年5月竣

工．集水面积3．06平方公里，总库容176万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5000亩，实际灌溉3000亩。

10月 县在水Ⅱ区窑扶山塘工地举办农民水利技术讽练班，参加学习100多人，时间2个

月，结业后，回各区、乡从事水利工作。

lO月 本县自行设计和施工的第一座龙塘机灌站动工，1955年竣工。装机2台，容量

124马力，设计灌溉面积3000亩。1965年春改为电力灌溉站。 ．

1955年

春天大旱。从1954年12月8日到1955年S月7日共S个月时间内，总降水量48．4毫

米，全县受旱耕地面积48．29万亩(包括惠东县、惠州市和龙岗、坪山、大鹏3个区)，至S

月中旬降大雨，旱情才解除。同年又发生秋早，受旱面积22．79万亩。

S月 平潭围动工兴建，1956年10月建成，该围保卫机场为主，同时捍卫农田1．2万

亩，堤长8．9公里，实达20年一遇防洪标准。

9月 黄皮岭水库(小(一)型)动工，1956年7月竣工。集水面积6．2T-方公里，总库容

200．5万立方米。1958年扩建主坝，1965年扩建增设防浪墙及溢洪道设堰闸。1974年主坝培厚加

高，做棱柱体反滤层，现库容33'5．3万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8000亩，实际灌溉面积1．4万亩。

1956年

3月天大早。4月东江(岭下站)最枯流量73．O立方米每秒，全县受早面积61．03万

寓(包括惠东县、惠州市受早面积)，县委决定成立封江堵河总指挥部，县委书记刘寿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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