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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盛世修志，华夏遗风o ．．

一
．

志书能借鉴得失，有资政、教育、存史三大作用。编新志书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易县水利志编写组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使有史以

来易县第一部水利志问世o ．一 ．·

《易县水利志》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客。

观公正的记述了易县从古到今水利事业的发展变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

“疏浚武水，通运粮河”之记载。唐代苏灵芝所书铁像碑亦有“水碾”的记载，

可见易县水利建设历史之悠久。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迅

猛发展，易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j开展了一系列水利

建设：修水库、挖水渠、打机井、建电站、兴水产。不但抵御了1963年的特

大洪水灾害，而且战胜了1982---1986年的干旱灾害，使易县的农业生产稳步

发展。水利志编写组的同志们认真调查，广集资料、，综合整理，辑成一部较为

完整、翔实、科学的水利专志，以供当代水利建设和后人参考借鉴o
’

水是生命的摇篮，水是宝贵的资源，水是农业的命脉，水利是基础产业。

易县的水利工作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前景广阔，任重道远o ．

《易县水利志》力求完善，并在突出社会主义时代，反映本县地方特色上

做了·定的努力和探索，但由于史料不足和水平有限，难免存在疏漏和失误，

希望广大读者、专家和同行们批评指证，使之更加完善，为易县的水利建设和

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o

注：赵欣奇原为易县水利局局长，

赵欣奇

一九九一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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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例

一、《易县水利志》的编纂，有史以来为第一次：其内容：上溯不限而有

源，下溯以事实本末为根据，到搁笔为止。

二、本志以章、节纪实叙议易县的水利发展演变过程。解放后历次政治运

动影响到的部份不立章、节，散见于议文中，以体现党的宗旨是正确的。

三、本志全文采用文内加注的方法，以增强可读性。

四、文内从第·次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后，皆用建国前、建国

后为简称o
?

五、凡称党，均指中国共产党，凡称党支部、党委、县委、地委、，省委，

均指中国共产党所在地的组织，凡称政府、人委、系指建国后的人民政府，旧

时期用的政府名称以旧字加注。

六、志书随文配以图表，以便易读易查。并按行文通则书写，不用时代名

词，个别加注。 、

七、计量单位除引用原文外，采用公制，个别采用惯例o．

八、海拔一律采用黄海高程o ．

九、人物以生不立传为原则，客藉和有特大贡献者可立传，但不称呼同

志o ，

十、本志资料主要来自易县水利局，易县档案馆、旧志书、统计局、水文

站、气象站以及民间IZl碑和向老水利工作者进行调查、咨询访问。数据以本县

统计局、水利局资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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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北端，地理座标介于东经114051’一115038’，

北纬3903’一39036’o东北邻涞水县、定兴县、西连涞源县，南与完县、满城

县、徐水县接壤。全县总面积2546平方公里，总人口51．71万，总耕地64万

亩，人均耕地1．24亩，全县划分8个镇，22个乡。

易县历史悠久，在西周时属燕国、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灭

燕，置上谷郡领易地、西汉时在易县地置故安县，东汉后屡有兴废，隋开皇元

年(公元581年)置易州、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置易县，隋大业元年

(公元605年)废州存县，属上谷郡。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复州统易县。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并易县为易州。清雍正十一年(公元1933年)升

为直隶州。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废州复易县、属直隶省范阳道，民国十

七年(公元1928年)为直隶于河北省公元1938年建立民主政权、于1945年建

易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继为易县o t

易县具有悠久的文明史，文物古迹众多，有周文王占卜观天的候台、燕子

塔、荆轲塔、血山镇陵塔、素称“畿南第一雄关”明长城紫荆关、永宁山下规

模宏大、景色壮观的清西陵，建国后建的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易水河畔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为抗洪献身的烈士谢臣纪念碑，燕下都旧址及虚粮塬又名五

女台，传说的王莽赶刘秀亮甲槐，还有现代日达5．4万民工建筑的安格庄、龙

门大型水库等o
． ．

●

、易县地势西高东低，西部群山林立，主要山峰有：蜊蝴岭、五峰寨、摩天
岭、云蒙山、狼牙山等五大山峰，摩天岭最高，座落在良岗、管头、紫荆关区

一带，划为山区。全县山区总面积1460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57％，海

拔高程为300—1813米。中部划为丘陵区和半山区，分布在塘湖、西陵、白马

区一带，总面积886．7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36％，海拔高程100—300

米。东部为山前冲积平原，分布在中易水河两侧的易州、高村、裴山区一带，

总面积为200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7％，海拔高程为40．100米。

历史形成的5条河流，南北排列，东西贯穿全县，地质复杂，，地表起伏’：
地表土壤有棕土，分布于西部山区，面积50万亩。褐土分布在半山区丘陵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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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麓平原，面积245万亩。风沙土和稻土分布在山丘、河谷地带和沿河两岸。

部分潮土分布在凌云册乡，面积0．2万亩。地下含水岩层，冲积扇地带为细

沙，粗沙卵石，基岩为花岗岩，其它为片麻岩、火成岩、白云岩、泥质灰岩分

布全县。

易县属温带大陆性气质，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多风沙；夏季炎热多暴雨，

时有冰雹；秋季天气晴朗；冬季寒冷干燥。

据气象部门资料统计，易县年平均气温为11．90C‘(紫荆关90C)，由南向

北递减，温差不大。极端最高气温38℃，极端最低气温一16：1℃o多年平均无

霜期160天(紫荆关140天)01全年日照2621小时o 11月21日前后开始结冻，

来年3月2日左右解冻，年最长冻结日112天。最大积雪深度18厘米，最大冻

土层厚62厘米。常年多西北风，最大风速20米／秒。多年平均降水量660毫

米。降雨多集中在卜8月份，(1957m1982年，26年平均值为6月75毫米，7
月172毫米，8月138．7毫米)占全年降雨量的76％o冬季(12_-2月)26年

的平均值是：12月2．3毫米，1月2．73毫米，2月6．4毫米。只占全年降雨量

的2％o春季(3_5月)降雨量39．5毫米，占全年降雨量的9％o由于冬春降

水少，每年春天，随着温度上升，地面蒸发量大，春旱现象严重，影响春播o

·易县的水资源可谓丰富，但历代并没有被人们所利用，地表水往往给人民

带来灾难，全县的5条主要河流每逢雨季洪水泛滥，冲毁耕地和财产，甚至人

畜伤亡，造成民众流离失所，各河流下游甚甚，如定兴县，徐水县，几乎每年

都有部分人民群众为水灾而逃荒。历史上也曾有人对易县地表水进行治理和利

用，如明嘉靖廿年，兵备李芝重修易州城外土堤。清雍正年间直隶总督方观承

欲在易州城北的白杨岭下，安国河上开渠灌田。民国时期曹锐议兴水利，引拒

马河水沟通涞易等，但当时的统治阶级毕竟被封建迷信思想所束缚，议兴水利

自然是空谈o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各级人民政府根据

“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政策，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始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易县人民根据党中央提出的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号召，向大自然作斗争，治山、治水，开始大搞搜边

展埝、扩大耕地面积，绿化荒山，植树造林，发展畜牧等全方位，全民性运

动，随之走向集体化轨道o

从50年代末，开始了对地表水的治理，发动全民大搞水利工程建设，以

全国一盘棋的组织形式，首先搞了以防洪、蓄水、农田灌溉为主的拦蓄水工

程，引输水渠道工程，随之开展了扬水灌溉工程。山区各小流域建起了谷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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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o
‘

在治理地表水的同时，党中央还提出大力开发地下水资源的号召，于

1965年易县成立了开采地下水的专门组织。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

无政府主义思潮严重，运动持续了十年，使水利建设受到了一定影响。

到70年代初，水利建设持续发展，胜利南渠动工兴建，1974年胜利北渠

动工，拦蓄水工程步入到再建、扩建、改建阶段：1975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

命运动二次高潮o 1978年紫荆关二级水力发电站动工，中易水河、北易水河

导线治理工程竣工。水利管理工作步入系统化，组织建全化。

进入80年代，水利工作重点转移到管理方面，以加强经营管理，讲究经

济效益，实行了改革，从以为农业服务为主，转变到为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发

展服务。工程管理实行了责任制，基本建设推行招标承包、综合经营管理起步

发展o ．‘

水电建设继续发展，1980年，紫荆关二级水电站建成投产，1984年至

1989年，三级、四级电站相继建成投产，小水电已自成网络，经国务院批准

易县列为电气化试点县，随之官座岭水电站动工兴建。

水产建设以渔业为主，形成了多种经营的龙头，1984年，在旺隆水库建

起了50余亩的鱼种场，供各水库放养外，部分外销。1986年至1988年，以充

分利用各河道水源，沿岸开挖养鱼池，全民个体一齐发展，经省级批准并投

资，在中易水河南岸建起了300亩的养鱼示范基地，各水库由自然养鱼发展到

网箱养鱼，随着渔业的发展，建了水产门市部、冷库、鱼饵料加工厂等，形成

产、供、销的经营体系。

水土保持工作，从原来由农、林、’水联合管理，转变为小流域综合治理的

管理体系，1984年，恢复了保定地区易县西陵水土保持试验站，在崇陵小流

域设了4个观测站。在10个经流小区建了6个雨量站。随着“两个转变”工

作重点的转移，开始有计划的，布局合理的，既保持了水土，又保证经济效益

的植树造林o 1987年。根据各小流域的特征开始了经济沟建设o’

水利工程的管理，加强维修，确保了工程正常运行。

水利管理工作加强了完善，1988年建立了易县水资源管理办公室。

进入到90年代，水利建设继续发展，1990年，官座岭水电站竣工投产。
紫荆关五级水电站动工兴建，1993年正式并网发电o 1994年，西电东调完成

了第一期工程，投入运行，二期工程在建。六级水电站待建，旺隆水库电站，

西水东调工程在筹建o

水利管理工作逐步加强完善，1990年，易县成立了河道采砂管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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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易县40多年来水利事业的发展，史无前例，形势可观，水利工程从

西部山区到东部平原，从北部到南缘、布满全县。地表水的拦蓄输引工程。地

下水的开采工程，水力发电工程，均发挥了巨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水利产

业及多种经营的发展是空前未有的，农业收入成倍增长，农民生活水平迅速提

高，总结经验和教训，关键是党的领导，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逐

步提高，摆在水利建设事业者面前的任务是：如何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本着科

学管理，科学利用，提高经济效益的方向发展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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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949年

新中国成立后j古城易州为易县，、是年9月份易县人民政府对全县进行了

灾情调查，调查结果有4、10、12三个区部分村庄程度不同受到风、雹、水、

虫灾害，3．6万亩土地受损，统计农业减产40万斗(每斗30市斤)县政府适
时组织灾区人民大搞生产自救，‘并向全县人民提出“每人节约一两粮食，支援

灾区人民生活”的号召o ，

1950年 ．

9月份，在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水利社，任史景贤为主任，对全

县水灾进行了调查统计，全县冲毁耕地O．7万亩，塌房137间，受灾村庄397

个，7．36万口人受灾，其中10人死亡。 ‘，

1951年

7月，全县旱情严重，据统计全县15．43万亩耕地受灾，农业减产7．2万

斗，259个村1．9万户20．02万人受灾。

1952年

4月7日，易县人民政府成立了抗早救灾办公室。号召全县人民大搞春季
植树造林，绿化荒山，开渠引水，开发地下水源，搞好山区水土保持工作，年

终统计，全县160条山沟建起了干砌块石谷防坝，打井624眼，开渠21条，

扩大浇地面积1．3万亩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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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

全县1953年43个村，4．94万亩土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旱、风、雹等灾害，

保定专区抗旱救灾办公室，易县人民政府号召全县人民以发展副业搞好救灾的

方法，搞好灾区人民的生活o

1954年

8月4日，易县西部山区洪水暴发北易水河洪水超过北岸，全县被洪水淹

没冲刷耕地2．69万亩，倒塌房屋6170间，11人死亡o

1955年

全县65个村受到旱、涝灾害，倒房1000余间，20万亩耕地颗粒未收。

1956年

2月17日，易县人民委员会作出：1956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方案o

6月12日，中共易县县委下达通知，减少临时办公室，将水利社改为水

利科。．

8月15日至19日，全县连降大雨，中易水河洪水超过两岸0．5米，冲走

树木1．01万棵，倒房113间，39人死亡。

1957年

3月15日，易县人民政府成立水利建设委员会，并启用公章。

7月13日，水利建设委员会制定出当年防洪、防涝工作方案。

11月至12月份，先后有章村、莲花池、太宁寺、源泉等中小型水库开始

兴建o



大事记 ·7·

1958年

1958年上半年人民公社大跃进开始。易县安格庄水库(地区管辖)于6月

23日正式破土动工，相继马头、旺隆、刘家台水库开始兴建，小型水库相继

动工o

7月11日，县委书记王尽忠，县长贾玉堂视察了马头水库施工现场，并

题词：

王尽忠题：
‘

革命干劲震天响，

驯服山河幸福长。

贾玉堂题：

千年水患一年变， 。

幸福生活万万年。

7月10日至17日，保定全地区连续降雨，易县紫荆关出现洪峰，流量

1200立米每秒o
、

7月下旬，安格庄水库下游12公里处，西水冶村，易水灌区枢纽工程建9

成。易水灌区工程动工兴建。

是年入冬，北易水灌区动土，其中包括：孟津岭引水渠、莲花池、太宁

寺、旺隆、黄蒿水库下游所有渠道统称北易水灌渠，紫荆关引水渠(引拒马河

，水入安格庄水库，原取名“五一”渠)同期动工o

12月下旬，易县水土保持试验站移址到西陵，改名为河北省西陵水土保

持试验站，由保定地区水利局领导。同期易县水利科改名为易县水电局，但未

．启用公章o

1959年
●

1月18日，易县人民委员会决定，易县水电局从5月20号启用公章。

1月21日，定兴“五一”大蕖渠道委员会改名为易县“五一”大渠渠道

委员会，同期孟津岭引水渠动工，(渠首在泥瓦铺)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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