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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古来有之。《江阴市水利志》应运而生，可喜可贺。捧读

之余，感慨颇多，应邀作序，乐而为之。
’

江阴地理独特，南毗太湖，北枕长江·域内河流纵横，圩塘密布，乃

利害并存之地。千百年来，邑人不惧水害，与之抗争，兴利除弊，业绩彪

炳。特别是近四十年间，党和政府倡导兴修水利，科学治水，江阴人民坚

持不懈，综合治理，终使境内水系配套，构成良性循环，万顷良田得以旱

涝保收，城乡居民得以安居乐业。其辉煌篇章，可歌可颂。

《江阴市水利志》新撰史料翔实，内容甚丰。今成书付梓，既告慰干

尊人紫骺靴躺义÷濑屿嗍乜诌粗乃是为芹o
y l川一|，V

中共江阴市委书记 一无乇口暂七月



}

江阴地处长江下游，北临长江，南毗太湖。为长江冲积平原。有18

座山丘，河流纵横密布，地形以高亢地带和低洼圩区两类为主。江阴受
亚热带海洋气候影响，雨水丰沛，年平均降水量在1040．4毫米，年最大
降水量1607．5毫米，江阴又受海洋潮汐影响，因此，台风、洪涝、渍害、

干旱等自然灾害频繁。在数千年的岁月里，江阴人民为了生存和发展生
产，前赴后继，兴修水利，造福人民，长期与水害作斗争，写下了可歌可
泣的篇章。 一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江阴的水利设施是非常落后的，除了一
些河道以外，其它设施几乎是空白，农业十年九灾，经不起自然灾害的

袭击，给人民生活带来灾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阴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投放了大量资金、物资和劳动力，坚持不
懈地进行了近40年水利建设，使水利条件和自然面貌发生了根本变
化。一个洪能挡、涝能排、旱能灌的良好的水利体系已基本形成，保障了

江阴工、农业生产的稳步发展。

《江阴市水利志》是全市第一部水利专业志，记载了80年来江阴水
利建设的史实，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水利建设的史实。
《水利志》既对前人的工作成就予以肯定和赞颂，又可作为仍在水利战 j

线上工作的同志和后来者的借鉴之碑。

《水利志》的编纂只化了三年时间，在人员少、时间紧、要求高的情
况下，短时间出版，凝聚了《水利志》编写工作人员的心血和才智，特别

是几位在水利战线上奋战多年的老同志，他们精心编纂，认真核实，在
此谨向全体编纂组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江阴市水利志》将成为历．
， 史丰碑和今后水利建设的前车之鉴，为开创水利工作的新局面发挥巨

大的作用。
一

江阴市水利农机局局长 J 2、寐
199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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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一、根据《江阴市志》编纂办公室统一规定，《江阴市水利志》取事上限为辛亥革命(1911

年)开始，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适当向上追溯，编入附录。民国时期，有关水利资料保存较

少，叙事略疏，故《志书》叙述重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下限至1987年底，个别章节为

追溯事业源流，或说明事业结局，略有伸展。 ，

二、《志书》纲目按章、节、目排列。除概述、大事记外，共分10章36节。《志》文横排竖写，

以类系事，以事立题。文字采用语体文，数字用阿拉伯字书写。各章叙事前，简述情况，反映叙

述大意，使概述与各章间能纵横交织，融会贯通。

三、鬈大事记》的起迄时间为1911年至1987年，主要记述这期间水利事业发展的大事，按

时间排序列举。叙述内容，《志》有则简，《志》无则详。编撰依据以市史，省厅、地市档案为主，结

合吸取老同志的口述资料予以证实后选用。 ·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采用当时国号纪年，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建国后，均用公

元纪年。《志》中所云“建国”前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因县属行政区划与地域名称多次变更，故记述史实时，用史

事发生时的地理名称、政区名称。人物则以史事发生时的职务称谓。

六、《志》文中所用高程，均以吴淞零点为基面计算。

七、计量用公制单位，即用吨、公斤、公里、米、厘米、毫米表示。粮食产量按照习惯采用市

斤。建国以后的经费单位，以现行人民币币值记叙。凡《志》文中的“现有”、“现在”等词语，均指

1987年。

八、{：志》文中的。党”、“省委”、“地委一、。县委”，系指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委员会。省、市、县

。政府”、“人委”、“革委会”、。专区”、。行署”、“公社"系指相应各级的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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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江阴市位于江苏省南部，长江与太湖之间的滨江地区，地理位置界于北纬30。40，34,-．．31。

57'36"，东经119。59'～120。34'30，宪间的长江三角洲中部。北临长江，与靖江县隔江相望，东接

张家港、常熟两市，西连武进县，南邻无锡县。东西长58．5公里，南北宽31公里。全市总面积

983公里：，其中长江水域面积57．5公里2，内陆水面积69．1公里2，陆域面积856．4公里2。全境

可耕地面积79．5万亩，其中平原耕地58．8万亩，低洼圩田19．6万亩，沿山高地1．07万亩。耕

地中有水田68．42万亩，旱田11．08万亩。全境地势东北高，西南低，澄西中部有一条带形沿江

高地，锡澄运河两岸、西横河以南、沿江圩区及北涸地区均为低洼圩区。全市人口有105．16万

人，其中农业人口为91．79万人，人均耕地不到0．9亩。

江阴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始建于晋梁时代，先后置暨阳县、江阴郡。元明时为江阴县，

相沿至今。1949年4月23日全县解放，隶属常州专区。1953年1月，属苏州地区。1983年3

月，市管县以后属无锡市。1987年4月23 El，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江阴县，设立江阴市。1962

年，晨阳、后塍、南沙、中兴、大新、德积、杨舍、塘市、泅港9个公社划归新建的沙洲县，江阴县辖

29个公社，2个县属镇，5个国营场、站，561个大队。1987年底，全市撤乡建镇，辖10个镇、20

个乡。

全市地势平坦，河网稠密，水资源丰富，土壤肥沃，宜于农作物生长。由于地处东南沿海的

长江下游，地层成土结构复杂，沿江为冲积平原，成土时期短，沙质轻松，为冲积淤地，高程在

4．3米左右，经常处于长江潮水位之下，有洪涝危害。南部大片为太湖水网平原，属沙性壤土，

平原中又有圩区平原与高亢平原之分。圩区平原，一般称为圩区，高程在3"-'5米之间，为洼地、

河湖淤积而成。土质为乌山土，分布在市西南锡澄运河西部及两侧，澄西南部及北溷、要塞、南

闸等地，易受洪涝威胁，是内部防洪排涝的重点地区。高亢平原地区地面高程5'-'-8米，土质粘

重，为黄泥土。土层深厚，宜于粮食作物生长。山丘区分布在澄江、要塞、南闸、周庄、华士、云亭

等地，为低山丘，东西走向，高程在百米左右。其中较高的定山、花山主峰高程分别为273米、

241米。

江阴地处亚热带，属海洋性气候，具有四季分明、气候湿润、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无霜期长

等特点。据江阴气象站资料，江阴地区多年平均年降雨量1040．4毫米，年最大降雨量1607．5

毫米(1931年)，年最少降雨量583．9毫米(1978年)，汛期(6～9月)雨量占55％，降水量年度

变化幅度较大。霉雨期一般在6月中旬至7月上旬，雨期半月左右。7月、8月、9月为台风季

节，其中以8月份为最多。1961年5月份有早台风影响，1952年11月下旬还有晚台风经过。台

风过境时，都伴有大雨，造成洪涝灾害。长江潮水位因受潮汐影响，变幅较大，历史最高潮水位

达到6．75米(1974年8月20日)，最低落潮水位0．80米(1959年1月22日)，大汛潮差1．8

米至3．5米之间，多年平均潮差1．63米。内河水位因受太湖河网水系影响，冬夏变幅亦大。据

锡澄运河青阳站记载，自1949年7月以来的40年间，历史最高水位为4．91米，汛期常水位

3．2"--3．4米，冬季水位在2．6～2．8米之间。地下水位由于受土质、雨季、河流等自然条件影

响，埋深变幅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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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滨临长江，有得天独厚的水源优势，灌溉排水，吐纳及时，水量充沛。自古以来，赖以发

展工业生产、水运事业及解决群众生活用水。沿江35．054公里江堤，御洪保安。43条港口供引

排舟楫之便，其中有12条通流域河道，对引排和航运更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解放以前，由于港

狭河淤，引排水量甚少，旱时无法拦蓄，灌溉缺水；雨时江水倒灌，增加了内涝危害。全市平原丘

坡地有十分之八，洼圩低塘有十分之二，农业作物以稻麦两熟为主，故平时灌溉用水多，突然暴

雨排水急，对入江河道的常规改造和疏浚十分需要。解放前历代热心水利之士，本着发展桑梓，

造福群众之心，也有疏河修堤之举，民国时期也多次修筑江港堤岸，疏浚了黄田港、锡澄运河、

应天河、东横河、白沙港、白屈港、邢泗河、斜泾河、南横套河、太清河、蔡港、谷渎港、长泾河、璜

塘河、申港、利港、桃花港等河道。上述堤防修理及河道疏浚，在农业生产中曾起过一定作用。民

国35年，邑人俞漱芳有建设江阴水利模范县工程计划纲要的规划建议，由于受历史条件限制，

未能付诸实施。长期以来，水利失修，工程基础薄弱，抗灾能力低，高田地区提水工具差，水源枯

竭，灌溉困难。低田地区工程不配套，洪涝灾害频仍，农业生产无保障。1949年7月25日，台风

暴雨袭击江阴，江港堤经受严峻考验，大部分崩溃漫溢，农田变泽国，全县被淹农田17．3万亩，

其中沿江漫堤破圩164处，被淹农田近4万亩。40年代末，灌溉提水设旋仍是落后的，除14．7

万亩农田为机船灌溉外，其余80％均使用落后的人车和牛车。当时的灌排情景是：水车提水难

到田，高田远田不沾边，低田车痛脚底心，回头仍旧白片片。灌排效果甚差。

建国以后，经过土地改革，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生产积极性高涨起来。中共江阴县委和江

阴县人民政府因势利导，号召江阴人民兴修水利、改造自然、发展生产，写下了水利建设的新篇

章。

50年代初，在“复堤防洪、引水保灌、疏导排水”的方针指导下，开展了以恢复堤防、疏浚河

道、发展灌溉为中心的农田水利工程。人民政府拨出巨款，采取以工代赈，大搞土方工程。对全

县江堤、港堤、圩堤进行恢复修理，对淤浅河道进行疏浚，同时增加灌溉设施，确保农田有水能

提。1950年至1952年，在堵口复堤的基础上，开始了解放后大规模修复江堤的水利工程，共培

修江港堤292公里，挑土方208．9万米3，铺砌险工堤段块石护坡3623米，修建引水涵洞246

个．由于水毁工程迅速修复，提高了堤防标准，使解放初恢复时期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

产得到保障。1954年和1974年长江又两次出现历史上罕见的高潮洪水，又分别于1955年、

1975年进行了江港堤大规模修理，提高了防洪能力，进一步巩固了长江堤防。随着国民经济的

发展，国家财政投资的增加，群众办水利的积极性的提高，逐年对险工堤段砌筑块石护岸保护

堤防．38年来，共砌块石护岸15．2公里。圩区堤防，经过1954年、1962年两次久雨和暴雨，受

到历史最高洪水的冲击破圩受淹以后，分别在50至80年代，多次培修加固，采取联圩并圩，提

高御洪能力。1954年出现历史洪水时期，桐岐乡在联圩的基础上，在蟹虎尖、斜河口、对洞桥3

处筑坝拒洪，将冯家圩、十七圩、南马甲圩等19个圩合并成1个大联圩，即为联合圩。此后圩区

各地陆续撤并小圩为大联圩，缩短外围防洪堤线，收到很好效果。圩内虽经过逐年治理，但治标

多于治本，内涝仍威胁着生产．至70年代，圩区进行了全面治理，进行内外分开、高低分开、灌

排分开、水旱分开和控制内河水位、控制地下水位的。四分开两控制”，设站排涝、建闸通船的系

统治理，抗洪排涝能力显著提高。至1987年，全市共建成联圩121个，联圩内耕地面积16．3万

亩，占内部圩区耕地面积的93％。

1958年，中共江阴县委、县人民政府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大规模地开展农田

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和江苏省委提出的“大干一冬春，基本实现河网化”的要求，掀起了兴

2



建水利的高潮。在“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和“全面规划、分期实施、分级治理、利

用改造”的方针指导下，发动群众，大搞水利河网化建设。经过两个冬春的努力，至1960年春，

全县完成拓浚张家港、黄昌河、东横河、西横河、芦埠港、冯泾河、青祝河、云峭河、华塘河、太字

圩港、朝东圩港11条骨干河道，完成河道总土方2998万米3．这些河道拓浚后，理顺了水系脉

络，为江阴河网化打下了基础。此后经过60、70年代继续对乡村级河道的治理，基本上形成了

有纲有网的完整水系，全市形成了澄西沿江片，中部锡澄运河、白屈港片，澄东张家港片和夏港

河自流灌溉区三个水系和一个灌区。除夏港自流灌溉区外，三个流域水系，通过东横河、西横

河、应天河、冯泾河、青祝河、黄昌河和祝塘河等横向河道相互勾通，下承上水，引江入腹，调度

全市水流，补给工农业用水和发展航运，为繁荣江阴城乡经济作出了贡献。但是，1958年大搞

河网化工程中，由于受当时浮夸风的影响，规划步子过大，任务过多，超出劳动经济负担的水

平，有白屈港、新沟河、桃花港3条河停工，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平调的现象，产生了不利于生产

发展的后果。

灌溉工程是江阴农业生产的主要支柱，经过修筑渠道，提高灌溉效益，至1955年机械动力

增加到5818千瓦，机灌面积增加到26．88万亩。1956年利用国家电网通至江阴的条件，开始

发展电力灌溉。当年新建小湖、要塞、君山、小河4座电力灌溉站，装机17台，电灌面积2．6万

亩。此后，1958年、1959年，青阳、花山、要塞和澄西地区又相继新建21座电灌站，装机1400千

瓦，电灌面积增至8．7万亩，从此进入以电代机的新时代。1960年以后，继青阳电力降压站建

立以后，又陆续建立了璜土、陆桥、长泾、周庄等4座农用降压站。至70年代初期，10予伏高压

线已通到全市各乡镇，全面进行机灌改电灌，建成电灌站510座，装机15630千瓦，电灌面积

55．4万亩，占全市灌溉面积的76．5％。经过70年代调整灌区，合理分建，80年代泵站设备更

新改造，灌区建设布局更为合理，设备效率得到提高，同时加强了灌溉工程管理，使灌水效益明

显提高。至1987年，金市共建成2492个电灌站，装机44059千瓦，电灌面积达到95．3％。以农

田沟渠建设为主的农田水利工程，最能体现水利工程为农业增产服务的作用。随着机电灌溉事

业的逐步发展，合并车口，建立机站，灌排沟渠也逐步修建，但标准较低，沟渠不全，仍多串灌漫

排。60年代初期开始小片平整土地，格田成方，建设灌排两用小毛渠．逐步解决田问灌排问题。

到1966年，全市共改造、新建灌排两用支渠、毛渠10750条，改善了35万亩土地的灌排条件，

初步达到灌水按块上田，排水按蚯下渠，一渠两用，农田灌排低标准的状况初步得到改善。

70年代，根据中央北方农业会议精神和“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社队自办为主”的方针，以

及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建设高产稳产农田的六条标准的要求，江阴县在水利事业上着重抓

了农田基本建设的沟渠配套和各项小型水利工程，开展了以平整土地、格田成方、沟渠配套、灌

排分开、各立门户、互不干扰为主的农田基本建设。1975年冬季，在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

议精神推动下，全县农田基本建设掀起高潮，各公社、大队都开展了不同规模的农田平整格方

工程。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周庄公社北阴滩三千亩平整方、陆桥公社张家港以东的三千亩平整

方、云亭公社公路以北沿山片二千亩平整方、申港公社金龙湾平整方、利港公社利港河畔王样

湾平整方、长泾公社泾南片千亩平整方，以及长泾红旗圩、新桥圩里大腿浜的造田平整方等。经

过挑高填低，平整土地，配上沟渠路格方，调整分建电灌站，开挖引水河道和配套建筑物，成为

能灌能排、互不干扰的高标准农田。1976年6月，苏州地区革委会提出建设吨粮田的六条标

准：挡得住，排得快，降得下，灌得好，园田化，配套全，把农田基本建设标准又提高了一步。根据

上述要求，结合全县的具体情况，制订了农田基本建设的六条标准。一百天不雨不受旱，灌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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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浅水勤灌，科学灌水，合理灌溉i日雨200毫米两天排出不成涝，江港圩堤在历史最高水位

和十级台风时挡得住，不出险，块灌块排，快灌快排，灌排分开，田间工程及建筑物配套，能控

制I平整深翻土地，格田成方，改良土壤；降低地下水位l～1．5米，排除冷浸水，力争粮食超双

纲(1600斤)，已经超双纲要连续超双纲，争取一吨粮。以六条标准为目标，在1977年、1978年

两年中，又有澄西、青阳、澄要、华士、长泾五个大样板方建成，规模近lo万亩，同时还有14个

重点公社(乡)、62个大队(村)的千亩方，按照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六条标准，进行建设。由于国

务院及江苏省政府对农田建设的方针要求明确，江阴县人民政府对农田基本建设加强了领导，

农田基本建设效益显著。经过平整格方的农田达43万亩，达到沟渠配套的农田有55万亩，同

时扩大耕地面积37750亩。

全面的农田基本建设，经过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沟、渠、涵、闸、桥全面配套，全县农

田面貌大变，改善了农田水利条件。但是，由于受文化大革命“左”的影响，忽视客观规律，急于

求成，过多地平整深翻土地，自然基肥上不足，影响土壤熟化，人为造成部分低产田。当然，这些

低产田一旦施足有机肥料，也就很易成为高产良田。另外，盲目扩大粮食面积，打出了“向山进

军，向水要田”的口号，部分地区毁林种粮，填塘造田，影响了山区经济林木和水面养殖业的发

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的经济建设工作进入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时期。调整时

期的水利建设，贯彻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社队自办为主，加强管理，狠抓实效的方针，把水利工

作的重点转移到管理上来。在此期闯，全县的建设重点主要是内外三沟配套和治渍工程。1980

年又搞了白屈港续建配套工程，扩大闸孔，提高引排水能力。在水利管理上推行了施工管理和

工程管理承包责任制。70年代后期，各管理单位利用水土资源和技术条件，开展了综合经营。

1983年以后，加强机电排灌站的管理，通过泵站测试，改善泵站设备条件和技术状态，提高了

灌溉效率。同时重点进行洪涝分治，加固险工堤防和排涝设施，全面提高各项水利工程。1984

年开征水利工程水费，改善了水利工程维护保养和续建配套能力，落实了各项管理政策，提高

了管理水平。 ，

到1987年，经过建国后38年的水利工程建设，全市共建成符合抗洪标准的江、港、圩堤

403．915公里，加固险工砌块石护坡堤防69．828公里，拓浚骨干河道25条，乡村河道135条，

计322．5公里，建沿江大中型水闸12座，引排总流量927米3／秒。联圩121个，占圩区总面积

的93％。建设排涝站168座，建圩区各类水闸176座。建机电灌区2802个，装机总动力50759

千瓦，金市农田均为机电灌溉。农田经过平整格方，沟渠路林、河闸桥站各类工程配套符合六条

标准的农田达50万亩。由于上述工程相互配套，发挥作用，全市已形成防洪、排涝、灌溉、完整

水系和田间工程五套水利工程体系。基本控制了洪水危害和暴雨成灾。达到百日不雨保灌溉，

排灌合理，农田块灌块排，保证农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供给工矿用水，达到水利为国民经济

服务的目的。

建国38年以来，全市共计完成土方2．977亿米3，石方131．65万米3，混凝土13．33万米。．

工程总投资1．0384亿元，其中国家投资3868．97万元，乡村及群众自筹6575．07万元(详见附

表1、附表2)。

江阴市的水利建设，在中共江阴市委和江阴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依靠和发动广大群众，

坚持严格的科学态度，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牢牢抓住江阴的水利特点，因地制宜地进行水利建

设，为生产服务，造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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