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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昌0省长郭庚茂(右二)在市县领导陪同下察看郭河村滴灌工程

河北省水利厅厅长李志强

(右)、邯郸市副市长张文生

(左)为邯郸县水务局揭牌



△滏阳河张庄桥节制闸

▲滏阳河苏里双曲拱桥 △输元河大桥

▲治理后滢阳河币区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支漳河高速公路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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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六年抗旱服务组织建没

获国家级示范县

一九九七年河北省水}U厅授予◆
邯郸县抗旱服务站奖状

程建≤勰；；j：：；；i篡◆程建设被邯郸市人民政府评为先进 r

单垃

1 996年甘B郸县水利局被中共邯郸县委、

县政府评为先进草位

1 998年邯郸县水利局被中共邯郸县委、

县政府授予先进领导集体称号 ◆

1999年邯郸县水务局被中共邯郸县委、

县政府授予实绩突出单位

2000年邯郸县水务局被邯郸市政府授予

水利建设创业杯’竞赛先进单位

．I 中共甘6郸市委市酸府授予邯郸

县水利局为文明单位

．I 一九九八年喷灌工程建设被邯

郸市人民政府评为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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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县水利工程现状图



序一

《邯郸县水利志》出版，是我县水利战线上的一件大事。它填补了本县有史以

来无水利专志的空白，是县水务局领导和修志工作者为我县水文化建设和精神文

明建设奉献出的一项重要成果。

这部水利志，以其翔实的资料，较全面地记述了邯郸县域自远古到二十世纪

九十年代，劳苦民众除害兴利、奋力治水的艰辛历程，尤其突出地记述了新中国成

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扬艰苦奋斗、自力

更生精神，群策群力，团结治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水利事业为我县经济振兴所

做出的贡献，志书不仅为人们了解前人治水奉献出的宝贵的历史资料，也为今后

如何进一步搞好县域水利提供了借鉴，必将对全县水利事业和县域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千百年来，我县民众为求生存图发展，所经历的艰辛的治水过程，凝聚着他们

的辛劳和智慧，许多有识之士为除水患兴水事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一代代的水利

工作者们为我县水利事业贡献了青春年华和毕生精力，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深深的

谢意。

以志为鉴，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指导实践，恳望广大水利工作者，以及关心我

县水利事业的人们，认真阅读这部志书，以不断增强水忧患意识，确立水利基础产

业，振奋精神，努力工作，依法治水，科教兴水，加快水利事业发展步伐，为建设新

世纪城郊型经济强县而努力奋斗。

匆促为序，与大家共勉。

邯郸县人民政府县长赵浩军

二OoO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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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我县治水历史悠久。“龙山文化”时期，已建成中国北方最早的水井，距今约

已四千多年；唐代境内漳滏河始有航运；明清两代，御水患，浚河筑堤，兴水利，建

造“三闸”；古水工兴举，泽被后世，创造了灿烂的水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勤劳智慧的邯郸县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发扬艰苦奋

斗、自力更生精神，团结治水，在境内兴修了大批水利工程，有五十年代修建的邯

郸市防洪工程；六十年代建设的机井、灌区和水库工程；还有西部水土保持、人畜

饮水和东部降氟改水工程等，使排灌工程形成体系，提高了抗灾能力，改善了人们

生活环境，县域经济也得到快速发展。在此基础上，全县还投人大量的人力、物力

和财力，参加了东武仕水库、岳城水库、东风渠、大名远水库、高级渠、跃峰渠、根治

海河等境外大型水利工程建设，为我市乃至全省水利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成就只能说明过去。邯郸县改革开放20年来，随着建设城郊型经济强县的

战略实施，对水资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水资源严重匮乏，水质污染，水土流失，生

态环境受到破坏，已成为制约全县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要发展，水利必先

行。审时度势，水利人任重道远。他们自觉以兴水强县为己任，抢抓机遇，认真执

行党的水利方针政策，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拓进取，务实创新，紧紧围绕全县经

济发展总目标，谱写了水利建设的新篇章。 ．

一、建设高科技节水工程，逐步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坚持以抗旱为中心，节

水为重点，以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为目的，铺设地下防渗管道72．32万米，修混凝

土防渗渠道2．5万米，安装喷灌设施6．84万亩，滴灌0．05万亩，到1999年底，全

县节水面积已发展到20．92万亩，占全县有效灌溉面积(37．75万亩)的55．4％。

都市园区电脑控制的滴灌工程建设，填补了我省的空白。

二、以粮食基地县、中低产田改造项目工程为重点，建设了一批对全县经济发

展有影响的水利工程。近几年来，我县使用国债资金，重点对小流域进行了治理。

利用国家投资和本县自筹资金，完成了康庄水库西水东调工程、煤矿疏干水利用

工程、八合水库北水南调工程、邯肥渠清淤疏通工程、引康二城矿水工程等等。大

大改善了供用水环境，为全县经济实现大跨越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以依法治水为前提，不断建立完善水利执法体系。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一系列水利法规的颁布和实施，省、市配

套法规的出台，我县依法治水和水法规建设全面展开。与此同时，邯郸县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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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颁发了《关于加强水利工程管理的布告》、《关于征收水资源费的暂行规定》，还

批转了县水利局《关于加强地下水资源开采管理的报告》和《关于境内打井、修井

组(队)管理办法的通知》等一系列法规。1992年成立了邯郸县人民法院水政合议

庭，1997年又组建了邯郸县水政监察大队，不仅完善了水法规体系，同时，还增强

了水法规的可操作性，为依法治水，保障水利建设事业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以市场为导向，水利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按照中央和省、市的要求，我

县从1994年开始，就以股份合作制的形式把水利建设推向市场，对现有水利工程

实行了产权改造。首先，在陈窑、蔺家河实施股份制人畜饮水、引水试点，在改革

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先后对县管的磁邯渠蓄水防洪闸、社教扬水站、橡胶坝实行了

承包经营和转让经营。至1999年底，全县小型水利工程和机井大部分实行了承

包和股份制经营。目前正在向扬水站、小塘坝、小水库、节水喷灌、小流域治理方

面延伸。“两证”发放工作即将展开。抗旱服务协会的建立，拓宽了水利建设服务

的新路子，受到水利部、省水利厅的肯定，进而使水利改革纳入了正规化的管理。

彰往昭来，承前启后o《邯郸县水利志》自1984年拟编以来，时断时续，经三

届编委会和全局上下共同努力，两易主编，四易其稿，迎着新世纪的曙光诞生了。

本志系邯郸县有史以来编成的第一部水利工程专志，它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贯通古今、详今略古客观记述了我县水利事业发展的曲折历程，在实事求是地记

述了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水利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

就、经验的基础上，还总结出可鉴戒后人的教训。志书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具有

鲜明的地方特色。本志问世对各级领导谋划经济发展，制定治水方略，定会起到

重要的借鉴作用。
‘

遵嘱为序，千禧志庆。

邯郸县水务局局长李文全

二ooo年十一月’



凡例 ·5 ·

凡 例

一、指导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力求以辩证唯

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全面真实地记述邯郸县水利事业的历史和现

状，为本县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二、内容编排。本志首设概述，总揽全志。次为大事记，勾勒历史脉络，其后

列章，依次为：自然地理、河流、水资源、灾害与抗灾、地表水灌溉工程、井灌工程设

施、防洪工程、除涝治碱、边界水事、水土保持、水利管理、基础工作、水利科技、机

构人物、文征、杂记，末设附录，辑存资料。

三、时间断限。本志上限尽可能追溯到事物发端，下限一般断至1990年，大

事记截至1999年，概述、机构人物、机井普查及其它个别事物记述到搁笔。

四、记述原则。本志通贯古今，详今略古，横排门类，纵叙史实，记述地域以

1993年地市合并后的邯郸县境域为界；除概述、章前小序外，均述而不论。大事记

以编年体为主，辅之以记事本末体。

五、体例运用。本志采用章节体，节下设目、子目几个层次；体裁采用述、记、

志、传、图、表、录七种形式，以志为主。

六、记述文体。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行文力求朴实、简练、流畅。

七、记年方法。夏历和中国清代以前历史纪年用朝代年号，用汉字，中华民国

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其后均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年用公元纪年。

八、数字用法。本志执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部门于1986年12

月31日联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之规定。

九、计量单位。建国前遵旧制；建国后，采用1984年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之规定。

十、人物记载。不以级别为标准，凡治水事迹突出的人物，不论本籍客籍均予

记述简介；到1990年底从事水利工作二十年以上者列表记载。

十一、称谓简称使用。对各种机构、部门、社会团体和会议、文件名称等第一

次出现用全称，多次出现时用简称，建国后地名，使用现行标准地名，建国前地名

与标准地名异用者，均在括号内注明。记述人物直书其名，不加称谓。

十二、资料来源。本志资料主要来源邯郸县委、政府档案、邯郸县水利局档

案，《邯郸水利志》和相关旧县志以及老水利之口碑资料，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

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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