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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最基本因素。远

古时期的埃及、中国、印度和巴比伦创造了人类历史最早的古老文明，

水利是重要的内涵组成部分。而今“水利是农业的命膨，同时也是
“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水利关系国计民生，故载于国史，使为政者

有所借鉴，如汉代《河渠书》、《沟洫志》等。在引漳灌溉事业上，古

有西门氏凿十二渠(4-临漳县境内)之记载，近代可追溯到清末，是，

时灌区有识之士纷纷投资入股，凿裕华渠并组织经营，尚存有磁县
南区裕华渠道开凿经营纪鳓之记载。此史料很有资治参考价值，对
现有水利建设有所鉴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针，为促

进灌区的进一步发展，撰修此工程专志是非常必要的。它不仅有实用

价值，而且也是科技兴水知识宝库中的一份无价之宝。盛世修志是对

人类历史长河发展难能可贵的贡献。灌区领导组成专业班子，聆听专

家讲座，调查研究，搜集资料，边学边干。在领导重视和各方协助下，

编者勤奋努力，忘我工作，历时近lo个春秋，完成了这部9章36节

26万言的灌区志。《民有灌区志》篇目完整，资料翔实，符合有关修

志的规定要求。

志书记载内容略古详今，重点记述了自1958年灌区扩建以来33

年的史实，图文并茂地反映了灌区工程建设、用水管理、组织建设和

经营管理全过程。使人们看到：工程的艰巨性，问题的复杂性，建设

管理历程的曲折性。然而，灌区效益之大也是显而易见、众口皆碑的。

上级领导满意，灌区群众欢欣。艰辛的历程渗透着建设者们的心血、

汗水，是党的召唤，人民的鼓舞，使他(她)们为灌区创业献身，应

不愧荣受世代敬重。

值此书序之际，情不自禁地追忆起往事，倍加怀念曾负责水利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作的常直副专员，他为水利事业鞠躬尽瘁，在他晚年患病期间还多次

询问民有渠修志情况，再三叮嘱要我们写好民有渠水利专志，以留给

后人一份社会财富。我们现在完成了修志，以此慰祭英灵，寄托哀思。

志书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是希望人们继往开来，同心协力，艰

苦奋斗，恪尽职守，科技兴水，建设现代化的先进灌区，以造福于民，

惠泽后世。

冯光中
1 996．12书于古赵都庐舍

作者简介：
。

冯光中，原专署水利局副局长，曾任和兼任民有渠管理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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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侈U

一、本志是民有灌区第一部专志，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客观地反映民

有灌区的发展建设与管理等。上限尽可能追溯到事物的起端，下限截至1990年。

部分事件保证其连续性，延续至搁笔。

二、内容编排。采用章节体，节下设目，逐层统属。卷首为概述、大事记；

后分九章，分别是：灌区环境，灌区规划，灌溉工程，排水工程，配套工程，灌

区管理，科技教育，机构、人物，艺文；卷尾为附录。

三、体例。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

四、除引文外，一律采用语体文，以类系事，以事主题，横排门类，纵叙史

事，述而不论。

五、称谓。本志所称“省委”、“地委"、“县委"、“党委”、“党支部"等均指

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凡称“政府"的均指人民政府。专员公署、革命委员会、

行政公署，简称专署、革委会、行署。机构、部门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

再出现时用简称。采用标准地名，凡使用古地名处在括号内加注现在名称。人物

不加称谓，直书其名。

六、纪年方法。1949年以前，以朝代、国号纪年，后注公元年号，旧纪年用

中文数字书写，公元年号用阿拉伯字码书写。

七、计量单位。新中国建立以前的内容，按当时使用的单位书写；新中国建

立后，即以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

单位的命令》为准。面积用公顷(1公顷=15亩)，重量用千克、吨；其余分别用

米、平方米、立方米、千米、平方千米、立方米每秒、千瓦、千瓦时等。但对于

所附录的协议、契约、合同、文件、制度等史料中出现的非法定计量单位“亩一

等则保持不变，以保证历史的完整性和严肃性，只在首次出现的页下作脚注说明。

八、数字书写。数字按照1987年2月1日试行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的试行规定》书写。
‘

九、按生不立传原则，对业绩卓著的生人，作人物简介或列入先进人物或在

正志中直叙。

十、高程。地面高程1964年以前采用大沽高程，本书未作换算；1964年以

后采用黄海高程。

十一、注释。采用文内加注，复杂注释，采用脚注。
‘

1

l 1



十二、资料来源。主要来自漳滏河灌溉供水管理处档案室、原邯郸行署档案

室及市农电水利局档案室等，同时查阅了本市各县的府志、水利志及有关资料，

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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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有灌区位于河北省邯郸东南部平原，西起岳城水库，东达卫运河，南邻漳

河，北与滏阳河灌区接壤。地理坐标：自东经114050’至115043 7，北纬36009 7至

36046 7。灌区呈扇形状，自西向东偏北铺开，东西长65千米，南北宽50千米，

灌区控制总面积达2 773平方千米，跨越漳卫河、子牙河、黑龙港三大流域。灌

区范围内包括：磁县、临漳、成安、魏县、广平、肥乡、曲周、大名、馆陶共9

个县，耕地面积21．752万公顷。

灌区以京广铁路为界，铁路以西为洪积扇，铁路以东为冲积平原。灌区

地形总的趋势是西南高，东北低。土质：铁路以西为重粘壤土，铁路以东为

砂质壤土。全灌区属大陆性气候，冬春季多风，降雨量多集中在7、8、9三个

月，雨量占全年降雨量的70％以上，且年降雨量的变幅较大，因此，春旱秋

涝连年发生。灌区多年平均降雨量580毫米，多年平均年蒸发量为1 000毫米。

全年无霜期220天。水文地质状况：西部为山前倾斜平原，，其含水层以粗砂、

砾石为主组成，水量欠丰富，但水质良好。灌区东部，含水层埋深及水量水

质，逐渐由浅变深、由富集良好变薄变差。灌区地下水受含水层埋深、岩性、

地形坡降、补给条件及排泄条件的影响，水位、水量季节变化灵敏。东部和

中部的条带状浅层淡水分布区，具有易采易补的特点，其他区域水位、水量

反应滞后。地下水流的总趋势由西向东继而折向东北，受开采影响，在漏斗

区及地下水埋藏较深的区域，地下水改变了天然的运动规律，向漏斗中心汇

集。由于连年干旱，地下水连年超采，地下水位连年下降，出现低水位期长，

年末的高水位恢复不到年初的水平的状况。， ?： ． ．：。

’’
』√'

引漳灌溉，自古有之。在灌区的中上游临漳县西部，公元前422年，魏文侯

时，西门豹为邺令，发民凿十二渠，引漳水灌民田，取得灌田、治土等重大效益。

世人颂日“闸门_启千箱满，负贩百工群治多"。公元204年，曹操大力经营邺



城，特别重视发展水利工程，在西门十二渠的基础上，修筑“天井堰"工程，重

建与发展了原有的灌区。唐75仁758年间，引漳十二渠因“安史之乱’’，工程失
修，逐渐废弃。

据《磁县南区裕华渠道开凿经营纪要》记载，民有渠开凿于清康熙年间，

位在磁县岳城镇西郊乐毅冢附近，名日“公益渠”，实浇面积20公顷。清光

绪二十六年(1900年)，由岳城、屯头、上七垣士绅首倡改建，跨越清水河架

渡槽而灌三村土地，名日“天顺渠’’，实浇面积约200公顷。民国二年春，上

七垣士绅蔺百川等人倡导，并组成河北省最早的水利股份制企业——裕华水

利股份有限公司，协沿渠二十二村组成民有渠社代表而订立契约，招募股本

投资建渠，30年后收回开凿费即让归沿渠诸村共有。干、支渠完成后，公司

出租经营，并几度易变承租渠社，再用招标出让方式，均取得一定的效益，

至新中国建立前裕华渠交由群众管理，名日“民有渠社’’，此时工程控制面积

已达3 667公顷。

1946年磁县解放，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和兴修水利。首先组建了

磁县民有渠管理委员会，共配备干部23名，负责灌区的建设与管理工作，至1957

年的12年间，管委会在政府支持下，通过各村水利委员，组织群众向北延扩天成

渠建五合渠，后又延扩穿越滏阳河浇地到马头，名日“高级渠"。向东延伸到临漳

的香菜营、章里集、南东坊及成安的商城、长巷一带，相应于面积的扩大，渠首

构筑临时拦河堆石坝，加高岳城渡槽1米，扩挖输水干渠。使引水能力从原有的

4立方米每秒扩大到8立方米每秒，最大可引水到lO立方米每秒，最大实灌面积

达1．8万公顷。

。1957年底，经邯郸地委研究决定，磁县民有渠交由邯郸专员公署领导，

并派员筹建民有灌区扩建工作。灌区经过1958年扩建工程、1959年续建工程、

1960年引水渠工程、1962年干渠中段改造工程、1967年整体改建工程，以及

1964—1973年的灌区配套工程，到1990年33年问，灌区工程建设配套总投入计
2 207．95万元，其中国家投资1 770．24万元，群众自筹437．71万元。形成以岳城

水库为水源，建有总干渠l条(自岳城进水闸至齐固退水入卫运河)，全长103．14

千米，干渠共3条，全长125．97千米，分干渠l条，长22．8千米，支渠102条，

总长615．67千米，斗渠349条，总长597．2千米，各类建筑物总计2 317座的大

型灌区，工程控制面积21．33公顷，灌区设计灌溉面积16万公顷，有效灌溉面积

10．4万公顷，总干渠设计引水能力100立方米每秒，最大年引水量6．99亿立方米，

最大实灌面积13．93万公顷。为弥补地上水源的不足，灌区建有机井24 184眼，

年提水能力为4．441亿立方米。从1959年到1990年32年间渠首引水96．2l亿立

方米，共浇地260．53万公顷次。地上水和地下水结合利用，初步保障了灌区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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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有灌区是随着民有渠的不断扩建与改建而向前发展的，自1957年起，灌区

建设与管理大体经历了如下历程。．1957年10月，民有渠由专署直管后，即着手

谋划灌区扩建工程。先由专署水利局组织人员对灌区进行全面查勘、渠线测量以

及扩大初步设计工作。扩建工程自1958年3月份开工，边修改设计、边备料、边

施工，于8月底基本完成。同时还先后各自完成了南豆公以下的成安、肥乡、曲

周三县段干支渠的开挖和主要建筑物工程。lO月开闸放水，渠水全线贯通5县

(磁县、临漳、成安、肥乡、曲周)。当年实现浇地2．45万公顷。 ·

1959年，进行了续建工程，修建了临漳、成安的涵洞及分水枢纽，特别是对

渠首至三里屯的干渠土渠，三里屯至侯召入滏阳河的泄水渠进行了扩挖。提高了

这些渠道的输水标准。续建工程当年显效。全年引水2．44亿立方米，浇地6．67万

公顷，同时还支援同和渠和滏阳河水量0．77亿立方米。同年12月，由于岳城水

库施工截流，磁县同和渠和大名高潮渠在漳河上已无水可引，根据大名和磁县两

县的要求，民有渠扩建5支渠，开挖了自成安司家町至魏县町上的大名分干渠，

供水分别入同和渠和高潮渠，解决了该两渠的季节灌溉问题。

．，1960年7月，由于岳城水库施工，民有渠暂被封堵，严重影响了灌渠引水，

造成灌区大面积不能用水。为此，灌区新建引水渠工程，引水渠长5．4千米，及

时解决了灌区种麦用水问题。 ．． ，

‘

由于大水漫灌和排水不畅，，灌区地下水位普遍上升0．5～1．0米。据调查，盐

碱地由扩建前的不足0．667万公顷，发展到1962年超过1．34万公顷。次生盐碱地

主要分布在干渠两侧的磁县三里屯及临漳香菜营、章里集和南东坊一带。1962年，

根据省地领导批示，对磁县东高录跌水至成安司家町段渠道进行改建，扩大渠道、

降低渠底、加速水流，起到了明显的改碱作用。 。

。。．

1963年上半年，兴建钟楼寺分水枢纽工程。自此，一座钢筋混凝土为主体的

永久工程的竣工，结束了长期以来用木桩柴排梢棍建造草闸的历史，使节制和分

水有了保障。 。．．．
．。 ，

．1963年8月上旬，灌区普降暴雨，旬平均降雨量709．6毫米，成安片达938

毫米。渠道及建筑物工程遭到很大的破坏。自11月初即对水毁工程着手进行修

复，总投资118．25万元，1964年9月完工。。 ．

1965年年初，投资18万元，建成广平分干渠东风渠的后固寨渡槽和大名分

干渠穿东风渠的北张庄渡槽，自此又恢复了因东风渠开挖而中断的东风渠以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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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面积。

1966年，灌区在清查整顿的基础上，进行了灌区总体规划工作，确定了灌溉

面积和灌区范围，调整了渠系布局，制定了工程改造计划及分期实施方案。设立

3条干渠，总干渠输水能力达100立方米每秒。原同和渠、高潮渠等工程一并废

除，其农田灌溉全由民有渠负担。

1967年4月，按照民有渠1966年的总体工程规划，灌区改建建筑物工程开

工，总干渠土方工程10月份开工，于1969年底全部工程基本完成，国家投资503

万元。至此，灌区通过改建工程，调整了渠系，扩大了引输水能力，平衡了水源

与面积，使灌区正式定型，在以后的年代里取得了巨大的灌溉效益并纳入正式管

理的轨道。

灌区的工程配套在不断完善，1959年在“三主’’方针的指引下，由各公社组

织部分支斗渠建筑物配套，结构多为临时和半永久材料，对灌溉配水起到了一定

的历史作用。1964年专区投资20万元，在魏县二支上段，进行了3 933公顷园田

化配套工程，当年施工当年受益，起到了示范作用。1965年在完成1．113万公顷

配套样板工程的基础上，灌区工程配套全面铺开，于1996年完成配套4．34万公

顷。以后至1973年灌区一直在进行配套工程的建设实施工作。在东风渠以东的新

建工程范围内，依照“谁建设，谁配套"的原则，新工程区由省水利厅资助，随

基建工程的完成进行了支斗渠的配套工程。灌区配套面积总计12．35万公顷。

民有渠灌区是全省第二大灌区，多年来一直存在着重建轻管的问题，管理机

构和管理规章制度不健全，致使灌区效益差，。经费不能自给。1964年、1982年，

先后对灌区进行了“清查整顿"和“三查三定’’工作。经过清查摸清底码，建立

健全了各种管理制度和灌区管理办法，给灌区各项工作增添了生机活力，一举扭

转了连年亏损的局面，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与支持，灌区在全省由落后变为先进。

张家口、保定、沧州等地纷纷前来参观学习。

灌区的组织建设，：首先是专管机构，1957年底，民有渠收归专署直管，建立

邯郸专区民有渠管理委员会，为正县级机构，业务上受专署水利局领导。1966年，

专署成立灌溉航运管理局，民有渠设办事处。1961年5月灌航局撤销，建邯郸专

署水利局民有渠管理处。1 968年建民有渠革命委员会，1 979年建邯郸地区行署民

有渠管理处。1984年民有渠、滏阳河两大灌区合并管理，组建成邯郸地区漳滏河

灌溉管理处。1988年灌区改革实行承包制。关于基层专管机构的管理所，1958年

8月设岳城、三里屯、北柴屯、郭坊、肥乡5个管理所，负责各自辖区的建设与

管理工作，管理所原为科级单位，1962年后为副科级。随着灌溉面积的扩大，最

后以县划分建立了磁县、临漳、成安、肥乡(兼管曲周)、魏县(兼管大名)、广平

6个管理所。1959年部分支渠建立基层服务组织支渠委员会，1965年清查整顿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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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条支渠全部建立支渠委员会，后由于管理不善及种种干扰，基层组织逐渐涣散。

1975年会同各县水利局，对支渠委员会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整顿，但问题未能解决，

基层组织很快解体。 7。 ．：- 、

‘一

工程是基础，引水灌溉是实现效益的根本手段。岳城水库的建成，加上连年

的扩建及配套工程，给引水浇地扩大灌溉面积创造了条件。1958年第一期工程结

束后，当年浇地2．45万公顷。1967年改建工程完工后，1970年引水6．99亿立方

米，浇地13．53万公顷。在以后的lO年中，平均年引水量4．83亿立方米，平均浇

地9．82万公顷，而在过去的10年中，年平均引水量仅2．58亿立方米，平均年浇

地3．11万公顷。灌区的工程大都是1958—1969年修建的，运行至今已达30余年，

工程老化、人为破坏和标准偏低等问题比较严重。从1990年灌区工程大普查情况

看，调查范围内的建筑物共2 017座，老化损坏1 348座，占建筑物总量的66．8％。

其中属自然老化的404座，约占总损坏量的30％；属灌区自我维护能力差，建筑

物“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而日趋老化的795座，约占总损坏量的59％；属设计

不合理，施工质量差而加剧老化的81座，约占总损坏量的6％；纯属人为破坏的

68座，约占总损坏量的5％。以上工程修复，需投资3 100万元。另外一部分工

程标准低，如交通桥梁，当时按马车和拖拉机标准设计，而现在应按汽-lO级更

新，属于这种情况也需要相当大的投资。当前从国家投入和灌区自身条件看，需

要分批分期解决，因此，工程带病运行的状况，还要延续一段时间。．

水费是灌区收入的主要来源，计收的标准完全由地区和省有关政府部门制定，

1958年至1965年期间，执行以亩计征，常年灌区每亩O．7-1．0元，3水以下的季 ‘

节灌区，按浇地亩次执行，即每亩次灌水征费0．2元。1966年以后，执行以量计

征，从支渠口计算，1966—1975年间，每立方米0．001元；1976—1983年间，每-

立方米0．003元；1984—1988年7月间，每立方米0．007元；1988年8月一1990

年6月间，每立方米O．011 5元；1990年7月-1991年2月间，每立方米0．016 5

元。1958—1990年总计水费收入731．36万元。1984年前，灌区工程由上级投资，

水费只作为管理经费使用，基本维持了灌区的运行。灌区整个经营过程中，引水

多浇地多，收费就多，反之，无水可引就没有收入。同时，水费回收率也影响着

灌区的收入，灌区清查整顿前4年，水费拖欠达56万元。1984年两灌区合并后，

靠工业水费的补贴，除实现经费自给外，在工程维护和更新改造上，投资逐年增

加，经营管理处于正常状态。， ．

，

四

水源是灌区运行的保障。根据计算， 民有灌区地上水为5．53亿立方米，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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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为4．19亿立方米。实际利用量地上水为4．731亿立方米，地下水为3．503亿立

方米。在多年运行中，漳河虽有16．9亿立方米的资源量，但大都集中于汛期。岳

城水库建成前，漳河基流只有20立方米每秒，不能满足引水需要。水库建成后，

水库以防洪为主，在大坝没加高之前，调蓄管理为拦洪不蓄洪，1963年大水后多

年是空库迎汛，没有兴利库容。进入80年代以后，漳河上游建成了红旗、跃峰、

跃进等新的灌区，截走了岳城水库入库的大部分水量，在冬春灌溉季节，观台站

入库流量常为零。蓄水最多年为3．43亿立方米，最枯年仅O．19亿立方米。1984、

1987年两年因无水源而停灌。

在地下水利用方面，1958年以前仅有少量的砖井，当时的规划中只是考虑了

地上单一水源。1965年灌区有机井465眼、砖井34 638眼，在面积扩大水源不足

的情况下，1966年的灌区总体规划中，不得不考虑地下水源，定为井渠结合的灌

区。至1980年，灌区已有机井23 268眼。1985年，灌区机井达到24 184眼，其

中深井1 721眼，配套22 719眼，实灌面积12．825万公顷，全年开采量达4．441

亿立方米，超过允许可采量O．25亿立方米。因而，地下水位以每年l米的速度下

降，形成多处漏斗区。呈现的问题说明，机井建设缺少统一规划、统一管理。针

对灌区水源已出现的严重不足，要保障灌区农业灌溉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输配水

工程应防渗硬化，应采用节水灌溉技术，同时还要研究发展节水农业。但要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还得靠引江工程，以补充水源的不足。

在灌区的排水问题上，应引起重视。’’1962年以前，j贯彻“以蓄为主，蓄而为

用”的治水方针，1963年一场大水，方针又变成“以排为主”，1966年又提出“小

型为主，全面配套，狠抓管理，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的水利方针。最近十多

年连续干旱，灌区排水和平原除涝工作，在人们的思想上已经淡薄，目前在灌区

虽有御路、磁邯、团结、7魏大馆、大呼村、东风渠、老沙河等排水渠系，但标准

低且工程不配套又维护差，一旦降下暴雨必定造成较大灾害。实践告诉人们，灌

溉和排水对农业都重要，不能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

60年代初期，由于大水漫灌和排水不畅，灌区造成次生盐碱化土地6 667多

公顷。后来由于连年天旱少雨，加以渠灌井排的连年运作，次生盐碱地包括老碱

地，目前都已基本消失了，但盐分仍深埋在地层中，应警惕地下水位的回升，下

游排渠建闸蓄水已经局部造成返碱的苗头，应研究对策。
、

目前，灌区的基层服务组织建设、配水计量、用水计划、水费回收都没纳入

正规，工程的保护和依法治水都有一定的差距。全面规划对灌区进行技术改造，

建设现代化灌区并配以现代化的管理水平，任重道远，尚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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