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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富 韩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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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图设计李伟生

李承恩 沈惠芬(女) 祝子明

李秉海 张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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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洁区水剥志》的问世，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本志图文并蓄，以

纪实的方式记述了塘沽水利事业的主要发展过程，展示出经验、教训，是一

部资料性、时代性和科学性榴结合的志书。它将成为后人资治参考的重要文

献。
‘

塘洁是天津市的一个行政区，与兄弟区、县有许多共同属性。不同的是

位于海河流域的最末梢，地势最洼，土质最碱，水源最缺，防汛抗旱标准最

低，治水付出的代价也最大。

水是人类生存和社会生产必不可少的物质资源，在人类文明发展中起

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历史上经济、文化繁荣之地，多得之于水利。在城乡深

化改革，国民经济迅猛发展的今日，水利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生态效益

与日俱增。因此，大力办好水剩事业已是全社会不可忽视的重大课题。

旧社会统治者不顾劳动人民疾苦，很少组织人民兴修水利，无力抵御自

然灾害。中华人民共穰国成立后，人民方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大办水利，兴

利除害，谱写水利新篇章。

塘浩区历届党政领导在治水问题上见勰一致，决策正确，在极端缺水的

困难情况下，下定决心大搞囱备水源，依靠群众，扭转了缺水的被动局面，

取碍了引水、蓄水、用水的主动权。从事水剃工作的广大职工、干部和全区

人民在四十一年的治水活动中做了艰苦的努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取得了

优异成绩，对塘沽水刹建设的贡献是可歌可颂的。

我们深信这部志书必将帮助我们观始察终，借古鉴今，为今后水利工作

的科学决策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

嶷钧
王994年3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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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为塘沽区水利专志，是塘沽有史以来首次撰写，上限追溯到有

历史可查的年代，下限断至1990年。记述嚣域范藩，戮1990年塘漓区行政

区划为限。

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两个决议’’为准绳，

立足当代，略古详今，着力体现时代特点，突出地区特色，力求做到思想性、

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

三、坚持横排门类，纵述始末。志书结构取章节体，节以下根据需要设

目。用现代语体文，使用国家统一规定的简化汉字。以志为主，配以图、表、

录、照片。

四、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部份事件，为记述完整，采用编年体与记事

本末体檑结合的方法。
‘

五、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以朝代年号纪年，后注公元

年号；以后，用公元纪年。朝代年号纪年用汉字书写，公元年月用阿拉但字

码，世纪和年代用汉字。

六、为节省文字，多次出现的名称，首次用全称，以后用简称。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以前稚以后，简称“建国前’’、“建国后’’；凡称“党’’均指中

国共产党；凡称“党支部"、“党委’’“区委"、“市委’’，均指中国共产党各级

组织；凡称“政府’’、‘‘久委’’，均指人民政府。

七、引用历史资料时，一般抄录原文，加注标点，加引号，注明文献出

处。古词、古地名、古人名保持原异体字形。

八、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生者采用以事系人的方法记述。

九、简明注释用括号随文加注，复杂注释用页下注。

十、计量单位，建国以前用市制，建国麓使用通行的公制单位’。有小数

者，取小数点后两位。．

十一、嵩程系统，大洁、黄海高程并用，二者换算：大漓高程等于黄海

高程加1．512米。
‘

十二、资料来源：塘洁水剩档案资料；有关史恚警籍；外调材料；臣碑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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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塘沽水利始于漕运。元、明、清时代，随着政治中心北移，天津成为漕

粮转运的重地。元代，忽必烈统一中国后，为满足大都(北京)皇粮及各种

物资需要，于至元十三年至十九年(1276--1282)试行海运成功。明代，江

淮、辽东及东南各省粮食多从天津转往京都和蓟州粮仓。清承明制，为解决

京皇室、贵族、官僚及大批军队给养，漕运更为发展，不仅运输粮食，还携

带各地手工业品，南下时载旅客及北方土特产品。天津做为漕运集散地日趋

繁荣，三叉口一带“连樯集万艘"，大直沽“舟车悠会，聚落始繁”①。

塘沽的地理位置具备大陆、海洋兼有的特征，是京津的门户，凭借特定

地理环境，成为北方重要港埠。海河则成为漕运中枢，治理也得到加强，设

立专门建管机构，进行多次疏挖改造，裁弯取直。为使各河系连接沟通，避

免跨海风险，缩短运程，开挖引河。海河右岸自天津东门外至大沽共辟引河

八道。海河左岸，明、清先后挖凿的新河、黑猪河等河流，均为减少运途，

避免海险而开。

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爱新觉罗·玄烨皇帝沿海河叠道由天津到塘沽

观海，所经路线随即出名，称为御道。乾隆四年(1739)天津道陈弘谋因土

埝残缺建议重修海河叠道，朝廷批准由“官商捐资"，利用海河堤岸培固叠

土，筑成自天津东门外至大沽的一条大道，既为交通道路，又是防御洪水的

遥堤，穿堤建闸修桥，使这条叠道集运输、海防、农垦等需要，提高了海河

的功能。

滨海地区屯田自元代即已开始(地域在现津南、东丽等区)。明万历年

间宝坻县令袁黄在滨海地区利用潮汐灌溉，改土治碱种稻。清雍正年间，怡

贤亲王允祥，在天津地区兴办水利，继之，在塘沽有“车地"出现(当时沿

海屯田30一50亩为一车，车系指龙骨水车)，今三车地、五车地、中八车等

村名即以此由来。 ．

清光绪初年，李鸿章奉敕兴复京东水利，命统领防军提督周盛传在

注t①王文斌，‘天津市城市发展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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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站地区屯垦，光绪元年至十一年(1875--1885)开成自靳官屯至西大沽的

马厂减河，开辟了新城垦区。塘沽新城、邓善沽两乡，得南运河水源，成为

闻名的小站稻产区之一。

清末与民国时期是乱世年代，水利不兴，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加之生产

关系和生产方式落后，海河两岸虽已开荒种地几百年，到1949年初塘沽解

放时，农业生产面貌依旧。当时海河上游水源较丰，农民利用海河潮汐，高

潮时水位增高自流进沟渠后提水浇田。工具简陋，多数用戽斗和手摇水车，

少数农户用畜力，极少富户用柴油机泵提水。

建国初期，塘沽行政区域面积较小，仅有新河、胡家园两个农业较集中

的村庄和高辛庄、三车地、五车地、赵家地、西厂等几个零星小村落，耕地

面积只有3 014亩，农村人口7 722人，城镇有大沽、塘沽、新港等，全区

人口7万余人。后陆续将原宁河、天津县部分村庄划归塘沽，经多次行政区

划变更，到1990年底，全区区划面积859平方公里，人口43万，郊区实有

35个自然村，农业人口7万，耕地10万亩(包括乡村耕地8万亩，国营农

场和其他单位耕地2万亩)。

土地改革后，政府为帮助农民尽快恢复生产，1951年贷款8．6亿元

(旧币)购置水车，疏通沟渠。群体性的兴修水利从1956年农业合作化时陆

续开始。合作化使农民组织起来为较大规模的兴办水利创造了条件。

塘沽区历届党政领导依靠群众，坚持全党全民办水利的方针，带领群

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历尽艰辛，奋斗了四十一个春秋，建设排灌泵站，

开挖输水渠道，打井抗旱，防汛排涝，兴建平原水库及引水设施，使水利设

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形成了以自备水源为主体的农田水利网络。灌

排面积分别达到10万亩和12万亩。

城市水利变化显著。1984年“引滦入塘”工程建成，解除了城区长期

水源奇缺的重大难题，结束了塘沽人民喝苦咸高氟水的历史，减少了地下水

。开采量，延缓了地面下沉。水源改善和供水量的增加，为港口贸易、工业生

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及天津市工业重心的转移奠定了基础。城区防洪

排涝设施建设有了相当规模。从建国初期的只有两条明沟发展到共有排水

管道190．57公里，排水泵站19座，总排水能力51．4米3／秒。

在治水过程中，区党政领导与水利战线广大职工干部，坚持从实际出

发，根据流域的水情变化，不断调整水利规划，以适应改变了的客观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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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观全局，立足本地，抓住有利因素，变劣势为优势，取得了治水、管水、

用水的主动权。

纵观塘沽四十一年的水利建设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9年至1958年。这是为水利事业发展奠定基础的阶段。

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水利工作相应得到加强。但囿于农业原来的基

础很弱，兴修水利从规模到数量迈的步子较小。建国初期，国家采取以工代

赈的方法，初步疏浚了黑猪河、四丈河，加固了海河干流和金钟河堤防。1956

年农业合作化形成高潮，区委、区政府在领导农业合作化的同时抓了三件

事，一是开垦荒地，二是农村上电，1三是兴办水利。从1955年冬至1956年

组织各社开荒12 245亩，以后几年都有新辟耕地增加。为适应大面积开荒

种稻需要，1956年由国家投资，在黑猪河沿岸从五十间房到四道桥架设了

7公里高压线路，1958年在大企业的支持下，海河右岸邓善沽乡也通了电。

海河两岸农村通过国家贷款和集资引装低压线路，使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

逐步改用了电力。1957年区、乡政府组织社队劳力，加宽加深了黑猪河，海

河沿岸新建了一些水闸控制排灌，开始大面积种稻。

第二阶段是1959年至1969年。这是塘沽区水利建设正式起步的十年。

主要是兴建排灌泵站、建立灌区、改变灌溉条件、扩大灌溉面积，增强除涝

排洪能力。 、

1958年海河防潮闸建成后，海河咸淡分家，清浊分流，闸上成为贮水

河道，不能再利用潮汐自然灌排。为加速农业发展，适应灌排需要，从1959

年开始，经过五年多的时间，先后在海河两岸建成了中心桥、邓善沽、新城、

新河四座扬水站(另有葛沽扬水站和小殷庄变电站建成后于1962年划归南

郊)，总流量22．8米3／秒。随后又完成一系列配套工程，农田受益面积达到

10．7万亩。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扬水站工程的建成，使农业生产登上新的阶梯。

耕地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到1965年水稻种植面积由1949年

的11620亩(包括从外县划过来的土地)扩大到67476亩，蔬菜种植面积由

1949年的12480亩，增加到21467亩。粮食平均亩产从1949年的|102．5公

斤增加到428公斤，其中水稻从1949年的95公斤增加到482．5公斤，跨入

天津市的高产行列。

1966年到1969年受“文化大革命”干扰，加上干旱少雨，粮食产量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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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降。1969年是多雨年份，水稻应该丰产，因当时管理机构撤销，人员

迁散，领导人身陷囹圄或“靠边站”，虽有排灌能力却未采取相应的增产措

施，粮食亩产只有180多公斤。

第三阶段是1970年至1978年。这九年主要是为解决水源开辟新路，兴

建平原水库，开采地下水，建设塘沽地区自备水源的水利体系。

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初，连续干旱少雨，水源奇缺，被迫改种旱田。

在盐碱地上旱作，地难种，产量低，费力大，经济效益差，农民没有积极性，

亩产一直徘徊在100公斤左右。由此，人们得出一个共同的认识，塘沽地区

有水种稻丰产，·无水种旱欠收。

天津市委针对干旱缺水的严重局面，号召全市打井抗旱。塘沽区从1970

年开始到1976年初，相继打机井500多眼(不包括城区200余眼)，年提水

量2 500万立方米，对缓解旱情，保证城区蔬菜供应和水稻育秧起了重要作

用，但远不能满足农业生产需要。

平原筑库蓄水就是在干旱缺水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的。鉴于海河每年

汛期都有大量弃水排放入海，塘沽区又有大片荒碱地、洼淀可资利用，区主

管农业水利的负责人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修筑平原水库汛

期蓄水的设想。当时在兴建水库问题上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危险性大，

存在蒸发、渗漏、托地等一系列难题，得不偿失；一种认为不搞自备水源今

后就没有出路，如修水库，塘沽的不利条件可转化为有利条件，一旦成功大

有可为。区委、区革委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最后下决心筑库蓄水。

从1970年开始，用一年时间在黄港首先建成了能蓄水1 130万立方米的黄

港一库，接着又用两年半时间在大裂子建成了库容1 360万立方米的北塘水

库。

两座水库建成后取得了一定的效益。由于旱情发展，海河水位持续下

降，水质继续变成，又兼配套工程不完善，蓄水严重不足。区委根据形势的

变化，决定开发北系水源。把原设想十年后上马的引用潮白新河水灌溉工程

提前实施。从1974年12月开始，用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引潮入塘”工程。

使潮白新河水跨过永定新河输入两座水库。跨河引水工程的建成，为塘沽区

开辟了新的水源，结束了用水单靠海河的历史，使水利建设出现了新的转

机。 ．．

为进一步扩大蓄水能力，于1977年9月至1978年7月又建成了可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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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3 110万立方米的黄港第二水库，三座水库的总蓄水能力达到5 600万立

方米。

在水库建设和运用中，采取了保护水质，防止托地，减少蒸发、渗漏等

措施，经过多年运行监测，蒸发、渗漏和盐化率都在设计允许范围之内。1978

年种稻面积从前几年的几千亩又恢复到5万多亩。1978年春在全国水利工

作会议上，水利电力部对塘沽区兴建平原水库，开辟自备水源给予肯定并嘉

奖。 ·

第四阶段是1979年至1990年。这是水利建设、管理、配套、综合经营、

效益全面提高的阶段。这一阶段以水利改革为中心，认真贯彻了“抓配套，

抓管理，抓效益”的方针，出现了三方面的转变。在观念上从强调“水利是

农业的命脉”提高到“水利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在水利建设上从重建设，

重投入不注重产出，转移到既讲求社会效益又重视经济效益；在管理上从重

建轻管转到建管并重，加强工程管理，发挥工程效益，管理体制由单纯管理

型变为管理经营型。在此过程中，进行了大量提高防汛抗旱标准和增强蓄、

灌、排能力的关键性更新、改造、配套和新建工程。

引用潮白新河水后，改变了水源流向，原有的水利工程必须调头。工程

改造任务十分繁重，再加上地震对工程的损坏，每年都有许多改建项目。经

过十多年努力，使多项工程都具备了排灌并用，以蓄代排的功能。

1981年9月，市政府为缓解塘沽城区供水紧张状况，投资兴建城市引

水工程。在潮白新河增建流量13．5米3／秒泵站一座并铺设穿永定新河双排

倒虹吸管，扩建改造黄港二库，又增加蓄水量1 505万立方米。丰水年可为

城区补供水1 300万立方米。北塘水库，黄港一库亦先后进行了增容加固工

程。

改用北系水源后，海河以南新城、邓善沽两乡因海河之隔，13000多亩

耕地不能受益。为沟通海河南北水源，1988年在市、区咨询委的协助下，经

天津市计划委员会批准兴建“河南引水”工程。由区自筹资金在田庄子(海

河左岸)建泵站一座，穿海河埋设倒虹吸管，引库水至海河右岸两乡。

这十余年中提高防汛防潮标准的工程有了重大进展。由于塘沽地面下

沉幅度较大，防汛防潮形势日趋严峻，海河堤防与海挡是塘沽防汛防潮的重

点。海河闸下淤积严重，河道堤身薄弱，海挡常年失修，抗洪抗潮能力不强，

从1977年至1990年共发生5次堤防漫溢、决口、淹泡，城乡经济损失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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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市、区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关注。从1979年开始，多方筹集资金，对海

河堤防进行修复加高、加固与护砌。截止1990年海河堤防大部分达到4米

高程，石护墙达到45．82公里，占总长75％，确保了3米水位时的安全。海

挡高程由3—4米提高到5．5米，险要段做了浆石护砌。抗洪抗潮能力提高

了一大步。

1978年塘沽区水利局正式组建办公，随着水利机构不断健全，水利管

理工作逐步加强，综合经营也有新的发展。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法》颁布以后，依法治水管水有了准绳，在宣传贯彻《水法》和有关水利法

规中，解决了一些过去难以解决的问题。遵照中央水利工作的方针，相应建

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使工程管理，灌排管理，水资源管理以及水费征收、

财务管理等方面都得到了提高。各乡建立了水利站，设置了专职人员，调整

和加强了区、乡两级水利管理委员会，使水管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正规化、

系统化，发挥了各项水利设施的效益。

自1979年起，按照中央和市、区的部署，利用水土资源和地区优势，陆

续开展多种经营并着手对水利占地进行“确权发证’’工作。水库实行“鱼水

合一’’，发展海淡水养殖，各基层站点在完成本职业务的前提下，开展种植、

商业、仓储、运输和劳务加工等多种经营。绝大多数基层单位，实现了经费

自给有余。在水费征收方面，由于各级领导重视和有比较健全的制度，每年

都能较好地完成计征任务，使水费和多种经营收入成为全区水利事业的两

大经济支柱。

四十一年来，塘沽已基本形成区域性完整的水利体系。工程效益也较显

著，基本发挥了其设计功能。但在水利建设中，也出现过缺乏调研盲目上马

的中心桥第二扬水站和“引港入邓"等作用不大的工程以及一些返工浪费的

项目，应引以为戒。

塘沽作为一个拥有40多万人口，有广阔发展前途的滨海城市，水利工

作的现状与之还很不适应。主要是：

水资源不足。农业和城区用水保证率很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口

的增加，缺水现象将日趋严重。

现有水利设施已具有相当规模，管理、维修、养护任务也随之加重。当

前，水费还不能按成本计征，折旧费不能足额提取，应该实行的有偿服务还

未能实行，随着工程设施的逐渐老化，更新改造任务将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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