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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人文永宁

每 期 一 句 黄 岩 话

参考书目：《黄岩方言汇编》

永宁江治理工程是长潭水库的配套工程，是永
宁江流域防洪排涝骨干工程，是省重点建设工程项
目。由省、市及黄岩、路桥、椒江、临海共同投资。工程
从1991年立项到2015年竣工验收，历时20多年。

1990年第十六次省长办公会议决定：整治永宁
江，并确定“上蓄、中疏、下控、利航”的治理原则，由
台州地区组织实施。工程于 1991年 9月经省计经委
立项，分两期实施（一期永宁江闸枢纽工程和二期河
道拓浚工程）。一期工程于1993年底开始施工，1999
年底完工，共征用建设用地768亩。二期工程于2001
年3月底正式开工，2011年底基本完工，征用集体土
地2320亩，使用国有江涂3564亩。

项目背景
1960年2月，长潭水库大坝合龙后，拦截了永宁

江上游近60％的水量，永宁江潮汐与山水的共同作
用失去平衡，加上两岸滩涂被围垦，导致江道严重淤
积，日益萎缩，行洪能力大幅度下降，两岸洪涝灾害
日益频繁且严重，头陀、北洋日降雨50毫米就受涝，
可谓“小灾年年有，大灾三六九。”

1973年，为减轻洪涝灾害，县政府组织对永宁
江上段从潮济至临古下灰洋进行疏浚,同时，取直了
特产、康山，汇头、西周、下灰洋等 5个汇。但到 1975
年，河床淤涨如旧。

在永宁江河道日益萎缩，排洪能力大幅度下降，
导致两岸洪涝灾害日益频繁且严重的同时，长潭水
库也因“吞吐两难”，只能按低水位控制运行（台风期
限制在31米以下、梅雨期33米以下），严重制约水库
效益的发挥。

长潭水库“吞吐两难”：水库正常水位 36米。上
游移民不彻底，34米高程有耕地，36米高程上下有
人员居住，且工程存在安全隐患，拦蓄洪水位不能过
高。下游河道严重淤积，安全过流量仅几十立方米每
秒，水库如果高水位，一旦发生台风暴雨，势必将大
流量泄洪，加重下游洪涝灾害。

永宁江流域严重的洪涝灾害，引起各级领导的
高度重视。早在 1982年 11月，18位专家会同地、县
党政领导，对永宁江全线进行查勘。台州地区行署主
持召开“永宁江治理学术讨论会”，与会同志一致认
为，永宁江江道萎缩、上游内涝加重，已经到了“抢救
永宁江的关键时刻”。同年 12月，省水利厅组织省、
地、县水利部门的有关专家、技术人员，对整个温黄
平原包括永宁江流域进行全面的水资源状况查勘。
1986年，省水电设计院编写《温黄平原水利规划报
告》《温黄平原水利规划补充报告》，推荐“永宁江治
理工程为治理温黄平原水利的第一期工程”。

契机和前期工作
1990年8月17日至9月10日，黄岩连续遭受12

号、15号、17号和18号台风的袭击，总降雨量西部达
1100 毫米，长潭建库以来第一次发生溢洪（直到
2003年水库除险加固，是唯一的一次溢洪），最高水
位达 38.09米，被迫泄洪近亿立方米。由于台风暴雨

和长潭水库的泄洪，头陀、澄江两区
15.4 万人被洪水围困 12 昼夜。9 月 11
日，时任省长沈祖伦、副省长许行贯带
领省级有关部门领导乘直升飞机视察
灾区。许行贯组织省级有关部门在与
地、市领导研究抗洪救灾的同时，还研
究如何治理永宁江的有关事宜。12月7
日第十六次省长办公会议决定，治理
永宁江。1991年3月20日，省政府办公
厅下文，成立浙江省永宁江治理领导
小组。9月 2日，省计经委下达《关于永
宁江治理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1994年 3月，省计经委、省重点建设领
导小组联合下文，将永宁江治理工程
列入省重点建设工程项目。

具体实施
永宁江治理一期工程于1993年12

月 12日上午，在三江口工地隆重举行
有 600多人参加的永宁江闸工程开工
典礼。

排涝泄洪闸为一期工程的主体建
筑物，1997年10月完工，1998年4月通
过通水验收，并投入试运行。闸共 10
孔，每孔净宽8米，总宽度99.2米，设计
最大过闸流量为 1500立方米每秒，是
一座大型水闸。

民船套闸建为 100 吨级。1996 年
12月开工，1999年10月完工，2000年3
月通过验收。

1999 年 8 月 7 日，时任省长柴松
岳、副省长吕祖善和章猛进，在市、区
党政主要领导陪同下视察了永宁江治
理工程。

永宁江治理二期工程于 2001年 1
月 15日在埭西举行动工仪式，3月 28
日正式开工。2015 年 2 月通过竣工验
收。

二期工程主要内容是，以干河拓
浚为主，自前蒋至永宁江闸，全长37公
里。具体为：老江道疏浚 33.67公里。裁
弯取直 3 处（八一厂段裁弯改为疏浚），共新开河
2.69公里，缩短水程 5830米。堤防填筑和加固 70.2
公里，护岸3公里。潮济倒虹吸1处。前蒋跌水消能1
处。新建中型水闸4座，小型涵闸62处，管涵360处。
新建改建交通桥梁14座。

永宁江治理二期工程完成土方1600万立方米，
石方29万立方米，混凝土方12万立方米。

实际效果
永宁江治理工程极大地提高了永宁江流域的防

洪排涝能力，在多次台风洪水中，起到了很好的防洪
排涝作用，减灾效益巨大。

永宁江治理工程的实施，为长潭水库大流量泄
洪创造了条件。2003年实施了长潭水库除险加固工
程。由于“上蓄下泄”问题都得以解决，长潭水库能够
正常蓄水，汛期限制水位：台风期从 31米抬高到 34
米，梅汛期从 33米抬高到 35米，水库调节库容增加
1.3亿立方米。

永宁江治理工程不仅为广大群众创造了良好的
生活、生产环境，还创造了优美的生态环境。它为黄
岩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是黄岩乃至台州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
大成果。

永宁江治理工程

■林达河 陈小芳

朱孝臧拟、吴昌硕书赠刘文玠联

1923年，天台山农把外甥朱大可描写黄岩蜜橘的
诗作《天台山橘歌》推荐给《新闻报》副刊“快活林”，此
诗在同年 1月 23日刊发。全诗是这样的：“扬州阙包惟
橘柚，载在禹贡非聱牙。淮南为橘淮北枳，考工鸿烈辞
纷拏。交趾秩视二百石，江陵富埒千户家。长卿作赋始
诞谩，卢橘夏熟同褒嘉。近时佳种出天台，朱实熊熊腾
赤霞。洞庭霜枝不足道，江浦烟树讵能夸。我闻种橘非
易事，橐驼之言毋揄揶。其本欲舒筑欲密，旦暮由忌搔
与爬。枝硕叶茂实乃蕃，小者火齐大赤瑕。一啖直须三
百颗，润肝疗渴消积瘕。主人好事类坡老，一官未达鬓
已华。归来天台守云壑，种橘不种梨与樝。山中木奴蓄
千头，霜气横秋逸兴加。平生所愿一已足，奚必更啜阳
羡茶。但当筑亭继楚颂，请歌佳树思无邪。”诗后有天台
山农的推荐语：“外甥大可，近从苏堪（郑孝胥之字）、彊
村（朱孝臧之号）、农髯（曾熙之号）诸老游，诗词书法，
力争上乘。兹以《天台山橘歌》见眎，语健思清，居然作
者。因亟授独鹤（严桢之笔名）刊之，并志吾喜。”朱大可
还有一首怀母舅天台山农的诗：“天台四万八千丈，种
得霜柑似蜜甜。从此广橙福橘外，又添珍果到黄岩。”
（朱大可著《怀人诗二百首》）诗后有说明文字：“农舅于
天台山买地种橘，形小味甘，嗜者颇多。乡人效之，遂成
珍果。”

天台山农还以“天台山蜜橘”为礼品，广送上海的
亲朋好友，留下了许多至今流传的逸闻轶事。有一次，
天台山农送蜜橘给大名鼎鼎的书画家曾熙，曾熙专门
写信请其到家小聚，有信函为证：

前日承枉顾，并承遗我干肉大方,既拜种橘又分肉，
予我何爱之厚耶？廿四午间，略治家蔬一二，当乞搁置

笔墨，作半日之快谈，不胜洗罍以俟山农先生。
髯约，二十二。

1924年 6月 22日，是天台山农继母李太夫人八旬
寿诞。“是日午刻，假座功德林称觞庆祝。是日到者有：
朱古微（朱孝臧）、吴昌硕、尹峻斋（伊立勋）、王一亭诸
名流，朱葆三、沈莲舫、黄磋玖诸巨商，及政、学、报、商、
伶各界人物四百余人。雍雍济济，盛极一时。各界赠送
诗文书画，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安公《刘母祝嘏记》，
刊载于 1924年 6月 24日《金钢钻》报）其中有多首祝寿
诗涉及天台山农种橘之事。现抄录3首如下：

郑孝胥：“继母难为在调护，能结以恩必无忤。天台
刘母耄而康，育子弄孙占晚遇。山农一代负书名，承欢
尽孝义峥嵘。陆郎怀橘君应笑，艺橘还看橘颂成。”

徐东海：“遥遥华胄豢龙刘，传自天台速置邮。慈母
鹤寿刚八秩，使君虎略足千秋。橘林岁熟供甘旨，花管
长春乐献酬。我愿世尊无量寿，布施福德极神州。”

朱枫隐：“天台刘母贤且寿，柳丸欧荻兼而有。令子
能文兼好武，磨盾草檄龙蛇走。功成解甲复归农，故园
有田堪世守。不种桃草种橘林，橘成果实大如斗。採以
献母当蟠桃，寿母尝之开笑口。是母是子皆千秋，吾诗
附之垂不朽。”

1925年，王一亭作《山农先生小影》画像 1帧赠予
天台山农，画上有吴昌硕题诗。在天台山农去世17年以
后，其子刘小农将画像再请其好友严独鹤、王个簃和外
甥朱大可、朱其石兄弟题词，以示纪念。可惜该画后来
遗失。从留下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名家题词大
多涉及黄岩蜜橘。可见，刘文玠将自家种植的蜜橘运抵
上海，除出售外，分送亲友，普获好评。现将涉及黄岩蜜

橘的3首抄录如下：
吴昌硕：“颂橘娱亲古性情，伯伦酒颂又书屏。凭渠

左纽谈文字，茂毫毛我自铭前。”
王一亭：“奉亲艺橘乐吾乐，橘颂宧闻今始开。漫说

刘郎已前度，胡麻洞口饭归来。”
朱其石：“十年卧病住鸳湖，大笔如椽骨亦臞。王

翁吴叟俱零落，惆怅今宵展画图。买山艺橘亦神仙，
不使人间作孽钱。那堪百福坊南路，回首烟波二十
年。”

天台山农与海派宗师吴昌硕是忘年交，其时常送
蜜橘给吴昌硕品尝。1927年，是吴昌硕生命的最后一
年，时年已84岁，且手指有病，天台山农赠橘于他，他作
画赋诗于扇面回赠。现录其中1首赋橘的绝句如下：“颂
橘空山撷古馨，伯伦酒颂又书屏。冯渠左纽望奇字，茂
茂豪毛我自铭。”此诗中的文字虽与 1925年题《山农先
生小影》诗有许多类同，但无疑比以前更加精炼凝重。
同年11月，吴昌硕逝世。1928年6月18日，天台山农在

《新闻报》副刊“快活林”发表《挽缶庐老人》二联，其一：
“赠蜜橘、答我诗，赠香椽、答我书，墨迹未干，竟成绝
笔；哭高盦、七月朔，哭豁庐、七月望，泪痕犹湿，又丧斯
文。”其情切切，其意深深。

1928年，天台山农因劳累过度致肠胃病发住院治
疗，医生建议其长期息养，其遂在嘉兴广平桥老宅“天
台寄庐”后建平屋3间，额名“橘颂宧”，由郑孝胥所书，
以此作晚年养疴之地。1932年 3月 23日，天台山农病
逝，享年55岁。

天台山农虽早已归道山，但其与黄岩蜜橘的故事
仍在故乡传颂……

主办: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
协办:区历史学会

天台山农和黄岩蜜橘(下)
■陈建华 周建灿

（上接本报2019年12月18日C版）

陈小芳，高级工程师，原黄岩区防汛指挥部办公室常务
副主任、黄岩区水利局副主任科员。

林达河，原黄岩永宁江治理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主任、黄岩
区农业农村局退休职工。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