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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灌南县水利志》在社会各界支持配合下，经全体编

修人员殚精竭虑、默默笔耕，历时数载，终于在建县四十

周年之际问世。《灌南县水利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对征集的水利史料进行研究，去芜存精，

实事求是地加以记载。叙事记事，做到力溯发端，贯通古

今，突出当代，门类齐全，体例完备，是一部县内水利资料
。

的科学汇编，堪称灌南之水利全史。
· 灌南，地处沂、沭、泗下游，境内河道纵横，沟渠密布，

是名副其实的“洪水走廊”。旧中国政治腐败，国弱民穷，

水害不断，致使田园荒芜，饥馑遍地，民不聊生。新中国

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境内人民团结一致，导

沂整沭，洪涝兼治，根除水患，发展生产，使面貌发生了根

本变化。1958年建县后，全县广大人民为彻底消除涝渍

旱危害，奋起治水改土，疏浚河道，开挖沟渠，实行水、田、

路、林综合治理，建成了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灌南

水利面貌又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

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时

期，已经脱贫奔小康的灌南人民，在新的起跑点上，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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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姿态，昂扬的斗志，朝着更加宏伟壮丽的目标前进。在

这种新的形势下，《灌南县水利志》的出版，对我们进一步

了解灌南水利发展的历史，认识县情，尊重客观，探求规

律，科学决策，无疑会起到借鉴作用。人们将从中得到启

迪，得到鼓舞，得到促进，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新灌南而努力奋斗1

2

灌南县人民政府县长 陈卫国．

1998年5月



序 二

《灌南县水利志》经众多同志的辛勤劳动，几经寒暑，

数易其稿，终于付梓了。县水利局编志办的同志们解放

思想，勇于探索，采访征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进行综合

分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埋头苦干，精心编纂了内容丰

富、资料详实、详略得体、图文并茂、全面系统地再现了灌

南县水利事业发展历程的志书。这是灌南县水利战线上

的一件大事，对于激励今人，启迪后人，振兴灌南县水利

事业将起到重要作用，这的确是值得庆贺的。

灌南境内的水利事业，在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下，时

兴时废，工程基础相当薄弱，洪不能挡，涝不能排，早不能

灌，水旱灾害频繁发生，境内人民深受其害。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特别是1958年3月建县以来，水利事业才

得以快速发展，经过近四十年的艰苦努力，逐步建成一套

能挡、能排、能降、能蓄、能引、能提、能调度的工程体系。

从而确保全县工农业生产得以持续稳步增长o《灌南县

水利志》如实记载了灌南人民治水事业的艰难历程和辉

煌成就，集区域性、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书，这对

了解和探讨灌南地区水系的分布，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

利用水利资源和设施来发展灌南经济，加快脱贫致富奔

1



小康的步伐都是颇有裨益的。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承先旨在启后，继往为了开来，

总结过去是为了开辟未来。让我们正确地应用历史经

验，从中引出规律性认识，为灌南经济的腾飞，为灌南水

利事业再谱写新篇章而努力奋斗1

2

灌南真人民政府副县长 高友余

199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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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本志统述灌南县水利事业的历史与现状。县域称

谓为建县前称该地区；建县后称该县。
‘

二、本志上限不限，下限一般截止1995年底，有的内

容延至付印前。

三、本志纲目按章、节、目的层次排列。 ．

四、本志文体为语体文，加用标点符号；以文字记叙

为主，并充分使用图表说明。

五、本志所采用新中国建立后的各种数据，除采用县

统计局公布的统计资料外，其余均为县水利局统计资料。

除对明显有差错的进行更正外，一般均保留原始调查数

据。

六、本志数字按国家语委等《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的试行规定》书写。

七、本志对历史纪年用当时朝代记法．括号内加注公

元纪年。新中国建立后一律以公元纪年。

八、本志计量单位新中国建立前从历史，建国后除引

文外统一按国家规定计量标准使用，用中文书写。

九、本志文中注释，一般采用随文加注方法。参考文

献列于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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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957年12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析灌云县的曙

红、海亭、李集、张店、陈集、三口、苏光、树德8个乡和新

安镇，以及涟水县的六塘、硕湖、新集、花园、百禄5个乡，

共计14个乡镇设置灌南县，治新安镇。1958年3月1

日正式开始办公。．

灌南县位于江苏省东北部，东近黄海；西接沭阳县，

北隔新沂河与灌云县相望，南同响水、涟水县毗邻。‘

灌南县状似一把“金钥匙”。地跨北纬33。59 7～34。

277，东经119。07’～119。48’。东西长70千米，南北宽约

30千米，总面积1041平方千米，其中陆地占74．4％，水

‘域占25．6％。耕地51220公顷。境内地势平坦，由西向

东倾斜，地面高程最高5．9米，最低1．6米，一般3．1～

4．5米。地面坡度l／15000～l／20000。

1995年全县辖15个乡，7个镇，3+个场圃，人口

681555人，其中农业人口611597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

千米654人。

灌南境内河流纵横，沟塘棋布，盐河、一帆河纵贯南

北，新沂河、灌河及其支流横穿东西o 204国道和宁连一

级公路跨越县境南北，307和306公路贯穿东西。境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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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堆沟港位于苏北重要人海河流灌河口西岸，具有扩建

成大中型港口的优越条件。全县水陆交通发达，是经济

振兴的潜力所在。

灌南县是一个农业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

位。1995的全县工农业总产值305926万元，其中农业

总产值123240万元。粮食总产达39．80万吨，是1949

年粮食总产3．65万吨的10．9倍。同时盛产猪、羊、兔、

水产、蔬菜、泡桐、蚕茧等，为全国粮食和农副产品生产基

地之一。

灌南县地处暖温带向亚热带过渡区。由于受季风的

影响，年内和年际降雨量的丰枯变幅很大，多年平均年降

雨量为948．0毫米，1962年最大达1267．9毫米，1967年

最小仅620．3毫米，汛期(6～9月)雨量约占全年雨量的

60％。灌南地处于沂、沭、泗下游，素有“洪水走廊”之称，

加之受潮汐、台风和客水等影响，极易发生洪涝、干旱等

自然灾害。据统计，1494～1855年黄河全流并泗入淮后

的361年中发生洪、涝、潮、旱灾害172年，1855年黄河

北徙至新中国建立94年中发生各类灾害的有23年。

1939年阴历七月十六日夜间，台风、暴雨、高潮三者同时

并发(海啸)，燕尾港潮位高达4．4米，灌河堤多处溃决，

涵闸倒塌。该县境内公司圩以东地区全部被海水淹没，

约有4700公顷耕地变为卤碱荒地，倒塌房屋2700余间，

人员伤亡十分惨重。卤碱荒地至解放时还生长盐蒿、芦

苇等植物，直到1956年才全部垦尽。盐西地区民谣：“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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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马场沟，十年九不收，锅镗里头爬螃蟹，门槛底下挖泥

鳅”，东南地区亦有民谣：“夏秋一片水汪汪，冬春一片白

茫茫(冒盐碱)”，都是洪、涝灾害的写照。遇到大早年份。

田地龟裂，河塘干枯，人畜饮水困难，灌北地区曾发生用

一个鸡蛋换一瓢水的事情。， ．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与发展，

与水患顽强抗争，付出了重大代价。唐垂拱四年(688

年)开漕河(现盐河)o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为汇

骆马湖涨水挑南、北六塘河。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

年)，总河于成龙沿灌河屯兵600余名，筑堤防潮。乾隆

十一年(1746年)．官府在武障、龙沟、义泽、六里、东门、

牛墩等河建六道石滚水坝以蓄水航运和灌溉。民国元年

(1912年)，华洋义赈会办理工赈，疏浚六塘河、小盐河、

一帆河、民便河。民国22年，江苏省建设厅试办征工，大

修总六塘河、北六塘河堤，并挑挖北六塘河章集至龙沟

段。在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下，水利时兴时废，人民只能

靠天吃饭，在旧中国，外侵内战，国弱民穷，水利失治，水

旱灾害频繁发生。

新中国成立后，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展了大规模的年复一

年的群众治水运动，水利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初步建

成了防洪、挡潮、排涝、降渍、灌溉五套工程体系，基本上

控制住水旱灾害的频繁发生，从根本上改善了农业生产

条件，使全县农业和工业及其它行业生产持续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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