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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阳县成陆晚，立县迟，史无县志，更无水利志。多少年来，人们

在谈及当今水利洪潮保安、旱涝保产的伟绩之时，总是渴望有一本志

书记下党和政府的丰功、人民群众的壮举。射阳县第一部水嗣志之

出版，了却了人们多年的夙愿。+

射阳县水利志，全书16章55节30余万字，上溯县境成陆伊始，

下迄1992年，纵横百里，囊括古今。凡天时、地理、人事，无不具载，

规划设计、建筑施工、管理运行、综合经营、科技教育，无不悉备。由

于时代久远，资料散失，搜集采访不易，整理编纂更难。编者六度春

秋，三调纲目，数易其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终于使之付印问世。实

为可喜可贺。
+j

射阳县水利史，实质上是一部滩涂开拓史。黄河夺淮，县境由海

而陆，滩涂开发始于元末明初。明代开始筑墩避潮，开浚河道，。引卤

就煎，运盐入垣”，发展了盐业。当时，由于没有圩堤屏障，东有海潮

威胁，西有洪水为患，东潮西水，交替危害。自明代中叶至清朝末年

400年问，遭受。淹死居民无数”的灭顶潮灾就达“次之多。人们为

了生存和发展，面对愁云苦雾、狂涛恶浪，前仆岳继，勇往直前，坚持

不懈，开拓国土，推动了盐业生产持续发展。民国年问，开河筑堤，建

桥造闸，废灶兴垦，开始发展农业。县境累计兴建条田60多万亩，洋

田10多万亩，汪垛田4万一5万亩，花费了大量的财力、入力。但是，

由于公司、业主各自为政，缺乏矜领导、统一规划，圩堤矮小，水系
混乱，沟河浅窄，抗灾能力甚微。1931年水灾。平地水深数尺，县境

尽成泽国。1939年潮灾，大喇叭一带淹死居民l万余人，毁坏条田

20余万亩，至建国前夕，全县农田不足50万亩，人民过着糠菜半年

粮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射阳人民响应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

好”的伟大号召，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统一规划设计，统一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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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广大干群沐雨栉风，艰苦奋斗，筑渠修堤，调整水系，整治河

网，恳荒造田，匡圩建站，发展灌溉，仅仅43个年头，搬动土石10亿

立方米，建立档、蓄、排、灌、降一整套水利工程系统，恳荒60多万亩，

改造中低产田70多万亩，建成旱涝保收田86万亩，兴建水产、芦苇、

林业、禽畜、原盐、港口和贝类繁殖等大型生产基地7处。同时，结合

水利建设发展了航运、交通、电力，繁荣了集镇，带动了各业。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人民充分发挥水利工程巨大威力，战胜多次洪涝

干旱灾害，连年喜获丰收，昔日“光板地”、。盐蒿滩”、。实心段”变成吨

粮田、双纲田。当年的穷乡僻壤，变成全国著名的粮、棉、水产品生产

基地。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蒸蒸日上。回顾这段历史，我们深感

水利建设的重要，开拓事业的艰辛，同时进一步认清新旧两个社会不

同的本质，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这部水利志认真考证了射阳成陆历史和危害最大的台风路径、

暴雨特征、潮水运动规律，准确地反映了县境的风情、雨情、潮情、水

情、土情，忠实地记载了射阳兴办水利、开发滩涂，沧海交桑田的历史

和现状，重点记载了建国以来的治水方针、原则、成绩以及问题、经验

和教训，热情歌颂了人民群众战海浪、辟海疆、敢于拼搏的开拓精神，

冒严寒、战酷暑的艰苦奋斗传统，改造河山、建设农田的英雄气概，

“严防死守，人在堤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舍己为人”的高尚情

操，具有很高的存史、资政、教化价值。它是我们认识过去、服务现

在、开创未来的信息宝库，学习前人、教育后代的乡土教材。它的出

版问世，必将对射阳县水利事业及其相关各业产生积极影响。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关系到全民的安危、

各业的兴衰，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这部水利志是射阳水利历

史的真实写照，也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志书文字浅显顺达，通俗

易懂，资料准确可靠，适合广大干部群众阅读、参考。我们期望它能

成为射阳县干部群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案头卷”。大家以史为鉴，

继往开来，为射阳的各项事业创造夏加辉煌的历史。
一 b

射阳县人民政府代县长 I 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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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坚持唯物史现，忠于史实，记述射阳县水利建设的历史

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取事范围，为取事年县境范围，建国初舍昊滩、陈坎、步

风、方强等地。河流水系上溯下延不受行政界限制约。

三、本志为射阳县有史以来首编水利志，上限不封顶，部分章节

追溯到宋代，下限断至1992年，个别事物延续到1994年。详今略

古，重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

四、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附录组成，采用序、记、述、

志、传、图、表、录等形式编纂，以志为主，照片分别附于扉页之后或章

节之末，图、表、录随文插附，标以名称。

五、本志文体为语体记叙文，横排竖写，纵横结合，分章、节、目、子

目四个层次，条目序号统用汉字，文中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六、本志专有名词，第一次用全称，以后皆用简称。志中凡称党

和政府的均指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

七、本志历史纪年：1949年前用朝代国号，后加括号注明公元纪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一
。

八、本志计量单位除引用原文外，一律用公制，不用代号。地面

高程以废黄河零点计算。水利经费：清代以银两计算，民国二十年起

以银元计算，民国二十四年起以法币计算，1945年8月起以华中币

计算，1955年3月起，以人民币计算。计数至小数点后两位。

九、本志资料来源：1942年民主建政前的资料，主要取自<阜宁

县志>、<盐城县志>、<淮安府志>、《两淮盐法志>。建政以后，资料主

要取自江苏省水利厅、盐城市水利局、县方志办、县档案馆、县水利

局、县统计局、县气象局等部门和调查访问的口碑资料。为缩短篇

幅，志中一般不注出处。一：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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