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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的农田水利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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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江西中央苏区政权下，尽管受到敌人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的双重压力，农田水利建设仍然显示出勃勃

生机。在井冈山时期，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重要方针，就是根

据这时革命政权所处的具体情况提出的。在苏维埃政府的扶持和推动下，根据地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丰富的

成果。以兴国县为例，1932年冬就修筑了规模较大的陂圳、河堤51处。在1934年春耕运动中，兴国县修好陂

圳820座，水塘184口，水车、筒车71架，并新开陂圳49条，水塘49口，这些水利设施共灌田52万石之多。瑞

金县在1934年春耕运动中，共修建新旧陂塘1404处，水塘3379个，筒车88架，水车1009架。从而使得全县耕

地面积的94%得到灌溉①［注：《长江水利史略》，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年。］。与此同时，在其他抗日根

据地，农田水利建设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 

  八、浙闽台的农田水利 

  浙闽台三省雨量充沛，为了更好地满足作物需水，农田水利工程也得到普遍兴建。民国年间并取得明显

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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