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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粮以水为保障，足见水利事业之重要

也。 ．

阜平是一个光荣的地方，曾为晋察冀革命根据地的首府，被称为

“小延安"；1 948年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转战陕北来阜

平，召开军事汇报会议，奠定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战略基

础，提出“五一劳动节’’口号，发布了新中国成立的动员令⋯⋯，阜

平有政治上的辉煌。然而，阜平又是一个十分贫困的地方，穷山恶水，

灾害频繁，“糠菜半年粮，靠吃统销粮”曾是千百年来阜平人民生活

的真实写照。如今，我们不仅解决了全县20多万人口的吃饭问题，而

且生活水平已经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历史性变化，这在阜平历史上，实

在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阜平人民解决温饱奔向小康的历史，就是一

部兴水利除水害的历史。早在1 937年阜平县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之

后，就领导全县人民成功地战胜了“民国廿八年大水"(即：1 939年

海河大水)，并且修渠成滩造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农田水利建设。新

中国成立之后，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我们进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

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在山上栽树种草，有效地防止了水土流失；

兴修水库、塘坝、梯田、埝阶等，使多年来大水面前无重灾；建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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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大口井，防渗渠道蓄水引水，虽遇大旱之年而粮不减；建饮水工

程，使千家万户不出门就能吃上清泉水；办电站，河水为人民传来动

力送来光明⋯⋯。搞水利功德无量，多年来全县人均7分耕地能使全

县1995年有人均237公斤的粮食。一部阜平水利志，也是共产党领

导下人民治山治水的艰苦奋斗史。当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派

教导团助民修滩，至今传为佳话；省劳模李文祥带领群众修水库、建

水渠，旱田变水地被誉为全县“水利方向"；南台村苏惠花“铁姑

娘”队治水造地，成为阜平水利史上光彩的一章⋯⋯，他们是新时代

的“大禹’’，我们将永志不忘。
‘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阜平县水利志》编纂委员会

的同志们，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法观点总结阜平的水利发展，肯定

经验，指出不足，观点正确，资料翔实，是我们今后进行水利建设的’

一面镜子。愿借《阜平县水利志》出版，将我县水利事业提高到一个

新水平，走向新世纪。

中共阜平县委书记周国庆

阜平县人民政府县长 王秀文

1 997年3月26日



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是阜平县第一部水利志，上溯不限，下限至1 995年，个

别事件延至搁笔时止。 ．

二、阜平县水利志记述范围，以1988年行政区划为主，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行政区划变动时，按原辖区记述。

三、本志采用章、节体，概述及大事记置于卷首。全志共分为十

四章，下设节、目，独立编号。

四、全志采用以类系事方法编写，以历史阶段、年代顺序记述，

体裁以志为主，辅之以必要的图、表、记、录和照片等。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结合。

六、1 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历史朝代、年号记年加注

公元年号，建国后用公元记年。

七、志书中出现的“党"，指中国共产党。凡称党委、县委、地

委的，均指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组织；凡称政府、人委、革委的均系

各级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的简称。

八、志书中的资料，取源于阜平县档案局、统计局、民政局、组

织部、水利局及有关乡、村和水利顾问，还有年逾七旬的个别老人。

志书中采用的数字，主要采用县统计局的统计资料和水利局的

档案资料。行政区划变更，仍按当时辖区资料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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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志书中数字记法，按国家七委局《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

试行规定》书写，计量单位除引用原文从习惯外，一般采用标准计量

单位，面积用市亩，1 949年前各朝代使用的单位，照实记载。

十、志书中的海拔高程，为大沽高程，其它高程加以注明。

十一、志书中的水文数据，一般采用水文整编成果，但在防汛章

节中保留了原始数据，加注水文整编成果数据。

十二、志书中用现代语体文书写，字体按国务院1 964年公布的

《简化字总表》书写，引用古文时，个别保留原文字体。

十三、志书中地名以河北省测绘局1981年出版的河北省地图集

为准，古今名称不同的，加注今名。

十四、对治水人物，对水利事业上有突出贡献的人物作简介或者
、

以事系人。

十五、志书中不论故人生人，一律书写其职务、职称或直书其姓

名，均不加同志二字。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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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阜平县位于太行山东麓，保定市西端，地理坐标介于东经113。45’——114。

327、北纬38。397——39。037之间。东临曲阳、唐县，南接行唐、灵寿，西与山西

省五台县接壤，北与涞源县及山西省灵邱县、繁峙三县相连。境内南北相距49．6

公里，东西长74．8公里，总面积为371．53万亩，其中山场面积327．8万亩，耕

地面积为14．3万亩，村庄、道路、河道占地24．43万亩。

早在夏商时代阜平境内就有了人类活动，夏商时，属冀州；周朝时，属并

州；春秋时，属鲜虞；战国时，属中山国；秦朝时，属恒山郡。汉代以后属行

唐县、曲阳县管辖，直到金朝明昌四年(公元1193年)，才正式建置阜平县。元

朝时，属真定路；明朝时，属真定府；清朝时，属真定府(雍正元年即公元1733

年真定府改名为正定府)；清朝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因“高鼎起义"而

废县，划人曲阳、行唐二县。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又复设阜平县。民

国元年(公元1912年)，阜平县隶属直隶省范阳道，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

隶属直隶省保定道(该年范阳道改名为保定道)。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废

道隶属河北省。1931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在阜平建立华北地区第一个

红色政权——阜平县苏维埃政府，后遭失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阜平县

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晋察冀军区

司令部长驻这里，阜平成为晋察冀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45年阜

平县属冀晋三专区，1949年1月改属察哈尔省易水专区，建国后归河北省定县

专区，1954年4月24日改属保定专区，1960年5月3日改属保定市，1970年

保定专区改称保定地区，1994年改保定市阜平仍属之。

1937年以前，阜平县境内分为6个区；抗日战争期间先划分为14个区，后

划成7个区；1956年至1957年，撤消一、二区，将这两个区的小乡并为11个

县直属领导的乡，仍保留其它5个区；1958年，全县建立6个人民公社(人称

大公社)，下辖56个管理区；1961年后半年6个大公社划为25个公社；1984年

全县改公社为乡镇，全县划为24个乡、1个镇，1995年底划为9乡、4镇，209

个行政村、1313个自然村，总人口19．7万，人均17亩山、7分耕地，旱涝保

，收田人均还不到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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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县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海拔高度在200"--2200米之间，

县境西部、西南部和北部边境地带海拔一般在600--2000米，地处寿长寺乡南

辛庄村的歪头山海拔为2286．6米，是全县和保定市的最高峰，这一地带海拔高，

热量少，植被好，草场丰美，宜林宜牧；东部和中部海拔在200一600米之间，

属浅山地带，这一地带河谷纵横，沟谷内有水田、梯田分布，河流中有滩地分

布，是境内主要种植区域。
’

阜平县地质属太古界五台山群，地质岩性以片麻岩为主，另有浅粒岩、大

理岩、斜长角闪岩、磁铁角闪石英岩，而木匠口村，麻棚村一带及台峪周围则

为中生代闪长岩(火成岩)面积约110平方公里，炭灰铺村一带为沉积岩地层，

面积约为44平方公里。县内地质构造比较复杂，残破断裂发育，在片麻岩风化

带内贮存有风化裂隙水，河流中松散岩层，其厚度一般为10～15米，最大厚度

25米左右，富含孔隙水。成土母质多为片麻岩、花岗岩、石灰岩等基岩的风化

堆积物，分为亚高山草甸土、棕壤土、褐土、沼泽土、栗钙土、水稻土等6个

土类、13个亚类，35个土层，114个土种。

阜平县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干燥多风。夏季炎热多

雨，秋季晴爽，冬季寒冷少雪。年平均气温12．7℃。一月份最低，平均气温一

3．2℃，极端最低气温一18℃(1966年)，7月份最热，平均气温26℃，极端最

高气温41．2℃(1972年)。全年平均无霜期147～191天，初霜多在10月下旬，

终霜期一般在4月中旬，高于0℃积温4864．6℃持续280天，高于10℃的积温

4412．7℃持续207天。全县多年平均日照数2801．3小时，年日照百分率60％，

太阳幅射年总量为136千卡／平方厘米，县境内东西之间平均气温差3---,5℃，无

霜期相差44天，因此作物在东西部的组成差异很大。阜平多年平均蒸发量为

2267毫米，相当于年平均降雨量的3．4倍，多年平均风速为2．1米每秒。

阜平县是华北著名的暴雨中心，据《保定地区水文资源勘测大队1985年成

果》资料，全县多年平均降雨量为657．4毫米，降雨集中而且变率大。西南部

的下庄和北部的段庄一带，多年平均降雨量700毫米以上。平阳、龙泉关、不

老台一带雨量较少，为600毫米左右，据阜平县气象站(1956—1995年)资料

分析，每年6—9月份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的82．9％。而3—5月仅占9％，最

大年降雨量为1158．9毫米(1954年)，最小年降雨量257．4毫米(1965年)相

差4倍多，最大日降水量是1953年8月4日为310．3毫米，最大一次降水出现

在1963年8月4日至10日，降水总量为523．6毫米。多年平均径流量5．68亿

立方米。 ～

全县可以用作水土保持林的有洋槐、油松、山杨、桦木、柳树、臭椿、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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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及大枣、酸枣、黑枣、板栗、山楂、核桃等47科145种；水土保持草类有白

羊草、黄背草、天芒荞麦草、碱草、野古草、苔草、马唐、葛藤、柴花苜蓿、野

碗豆、沙打旺、草木栖、黄花苜蓿、小冠花等76科410种。

清同治年间县长劳辅之编修的县志说：“阜邑环境数百里，山得六、七，水

二之，民之可庐而居，耕而食之者十分之一二而已。其山无竹箭之饶，其水鲜

鱼虾之利，而其水1{奥奇零，可耕之土又沙粒半之，故岁收常歉于他邑，而民苦

贫”，又说“邑之患，水屡也"民谚云“阜平不富”、“穷山恶水”等正是对阜平

自然条件的生动概括。百姓们过的是“糠菜半年粮，灾年就逃荒’’的苦日子。

1937年10月，阜平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在极为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不

仅成功地领导群众战胜了1939年“海河大水’’，而且建立专门机构——实业科，

具体领导群众成滩造地、修渠引水、植树造林等，有的工程至今仍泽被后世。

纵观历史，建国以后阜平县的农田水利建设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

一、建国初期至1957年

阜平为革命老区，1948年5月土地改革完成，获得土地的农民生产积极性

十分高涨，加之互助组、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的建立，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变革，

使全县农田水利建设出现空前未有的高潮，其中滩地建设尤为突出，县内主要

河道凡是能够成滩的地方都陆续建成滩地，从1950年到1957年短短7年，全

县就修滩地5630亩。在滩地建设的同时，各村的互助组、合作社积极修渠挡汪、

引水浇地，全县的水浇地面积从1949年的5．6万亩，增加到1957年的6．12万

亩。全县粮食产量从1949年的1026．5万公斤，增加到1957年的1884．5万公

斤，平均每年递增11．9％，阜平县“糠菜半年粮’’的生活状况初步得到改变。

水土流失一直是全县人民生产生活的一大祸害，在各级政府组织领导下，以

防洪拦沙为主要目的，谷坊坝建设搞得轰轰烈烈。由于当时对洪水规律认识不

够正确，缺乏必要经验，辛辛苦苦建起的谷坊坝被1953、1954、1956年的几场

大水冲毁殆尽，但经验教训却是十分宝贵的。

这一时期，县政府成立了水利科，农田水利建设有了专门领导管理机构，并

开始形成一支水利技术队伍。

二、1958--1966年

1958年，县委提出。实现全县水利化"的口号。随后，水利工程建设出现

高潮，这一时期，除年年派出大批农民到王快水库施工以外，还组织农民修建

革新庄、南峪小型水库两座；大派山、长形地等大型塘坝和永久汪232座、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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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大小渠道2300来条(含被1963年洪水冲毁的塘坝渠道)，同时，动力机械灌

溉和小水电工程也开始起步。尽管被王快水库淹掉水浇地1万多亩，全县水浇

地面积仍有增加，粮食产量由1957年1884．5万公斤，增加到1966年的3614万

公斤，几乎翻了一番；农业总产值由1957年的617万元，增加到1966年的1267

万元，增长了1倍还多，平均每年递增65．5万元。

此期间，县委县政府还提出了“叫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想大的干大

的，三年实现水利化’’的口号，并计划修建“跃进1号”和“跃进2号"两条

大渠，结果三起三落造成相当大的浪费。

1963年大水使阜平县绝大部分滩地遭到水冲沙压，损失很大。但是，这场

水灾对全县干部群众教育很深。在毛泽东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下，县

委县政府对全县建国以来的农田水利建设进行反思，眼光从单纯进行单项水利

工程建设，单在滩地上搞粮食求温饱，逐步转移到治山又治川，对全县山河进

行综合治理上来。1965年夏秋之际，县委县政府在城南庄公社后庄大队召开的

治山现场会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此后，各大队开始组织专业队，大规模

绿化荒山。

这一时期栽植的洋槐、杨、柳不仅改善了山上的植被，而且成了村集体的

公共财产。当时各专业队主要着眼于荒山绿化，水土保持林绝大部分是洋槐、

(沟谷是杨柳)，果树比例较少，所以生态效益好而经济效益不够理想。

1963年大水灾以后，人们注意了河岸以上，坡脚以下，以及沟谷两侧的旱

地建设，原因是这些旱地虽然不如滩地易造，产量高；但是不易被洪水冲毁，因

此不少公社、大队狠抓旱地建设，小块变大块，不平变平整，旱地变水地，取

得了可喜的成绩。

三、1966--1975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各级党政组织陷于瘫痪，群众分为不同的派别。但

是，广大人民群众自觉排除各种干扰搞水利，“全庄大渠"、“千亩台"、。平坊

滩"等大型工程就是这一非常时期修建的。尤为突出的是城南庄公社南台大队

的男子治山专业队和苏惠花带领的“铁姑娘”专业队，先治山搞绿化，继而改

河造地，使南台村的耕地面积几乎扩大了一倍，群众从此实现了温饱，他们用

青春和热血谱写了阜平县治山造地、改造山河的英雄乐章。70年代初，全县农

田水利建设声势大，工程多，成为全县性活动，这一时期全县共平整改造土地

上万亩，并且还搞了许许多多比较好的农田水利工程，其中修建起小(一)型

水库1座，塘坝31处，扩大浇地面积3864亩，全县粮食亩产从一九四九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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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初期的62．5公斤，增加到166公斤，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

然而这一时期由于盲目照抄照搬“大寨经验”，单一抓粮忽视多种经营和工程效

益，有些地方不顾山区客观实际，千军万马造小平原；有些地方成摊造地时留

河水断面太小，使滩地几经冲毁；有的地方测量计算不准确，引水渠道挖通后

不能通水，也出现了一些劳民伤财、挫伤群众积极性的失败工程。

四、1976——1990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阜平县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加之良种化肥的大量使用，全县粮食亩产由1978年的

166公斤提高到209公斤。农民个体或联户办了不少有效的小型水利工程，全县

水利建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注意效益管理了。这个时期，水土保持工作有了

很大进展。1982年以来，全县积极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050平方公里，坡面植被复盖率达到60％以上。这个时期，山区饮水问题的解

决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党和政府十分关心老区人民，5年拨发物料补助款88．8

万元，工业品卷35万元，共计123．5万元，截止1990年10月底，全县已经有

349个村庄，11．9万口人，2．01万大牲畜，5．06万只猪羊解决了饮水问题。

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农村集体和家庭双层经营的关系解决不够好，受“无

工不富"口号的影响，全县农田水利建设一度出现了领导重视不够，坝破了、井

塌了、渠淤了，工程险工险段遭到损失，群众无力解决，出现了农业后劲不足

的现象。1989年春夏，前后两届县政府对如何加强农业生产，如何进行山地开

发先后召开八次研讨会，确定了用10年时间，开发全县荒山45万亩的总体规

划，1989年10月至1990年底，全县共开发山地6．3万亩，栽植大枣、核桃、板

栗等干果树10多万株，在1989年4月——1990年7月全省海河杯竞赛中，被

省农田水利建设指挥部评为农田水利建设先进县，从此阜平县的农田水利建设，

从单一办水利开荒种粮，转变为“树上果子树下粮，桔杆用来喂牛羊，小型水

利作保障，一道沟一座小银行"模式的综合开发，由单纯水保办水，变为经济、

生态、社会三大效益齐实现，由过去的被动防守，转变为主动进攻，出现了战

略性变化。

五、1990一1995年

阜平县农田水利建设持续深入发展。水土保持取得显著成效，照旺台及

“三厅工程”搞得3个小流域综合治理开发通过验收；全县绝大多数村庄实现了

自来水化，饮水管理也走向规范化；防渗渠道逐步取代过去的沙、石、土渠，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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