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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县位于微山湖畔。历史上常受黄泛之害。每逢洪水泛滥，‘

弥漫汪洋，漂溺人畜，淹没村庄，凄惨万状。沛城曾被迫五次搬

迁，故素有“沛泽，，之称。

近两千年来，沛县劳动人民在抗洪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尤其建国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为防洪除

涝，先后治理淮河、微山湖，兴修农田水利工程，付出了辛勤的

劳动，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目前，境内河网交织，初步形成了完

整的水利工程体系，并已进入改革，挖潜，巩固，发展、加强管

．理的新阶段，效益日益明显，促进了农业的不断发展。研究水利

发展的经验和技术成就，是研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

把这些事迹汇集起来，使今后的水利建设“前有所稽，后有所

鉴矽，为子孙后代留下一部关于治水的史志，是极其必要的。

《沛县水利志》的主要内容包括：水利大事记，古今治水综

述、沛县自然经济概况、湖泊，河流，涵闸、桥梁，农田水利工

+ 程、水币lj-r程管理，水利基础工作，水利机构，古迹考察等本县

古今水利资料。资料主要来源于“水利档案"，《江苏水利全

书》、《黄河水利史述要》，《北京漕运和运河史》，《山东运

河备览》、fIEI《沛县志》，《江苏省近两千年洪涝旱潮灾害年

表》等古今文字资料和从事水利工作多年的老干部，工程技术人

员积累的资料。

编志人员“秉笔直书’’了建国后沛县人民战天斗地，大搞农

田水利建设的实践活动，阐明了沛县水利事业的发展与农业．工

业和其它经济事业的关系，也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应该记取的历史

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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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县水利志》的编写工作，是在县志办公室指导下，由沛

沛县

地征

时订

后定



t

凡 例

一、本志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而编成的一本思想性，

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的专业志书。结构顺序为大事记，综述，

分类篇目、附录四部分。正文以章、节、目分门别类记载了沛县 -7

水利的历史和现状。 ·

二、本志采用分类表述法，章节各有重点，并随文配以必要

的图、表或照片。

三、本志上限为1911年，个别部分溯源至秦汉，下限1985年，

大事记和各种统计表延至1989年。
。

．

。’

四、全志除引用历史资料外，一律采用白话文。文字以《现

代汉语词典》为准；标点符号以1990年3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修订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

为准。数字书写，除专门名词或口语叙述性质以及表示大意的数

，字外，t凡表明确切数量的，如统计性数字，百分比，世纪，年

代、公元年、月、日、年龄、小时等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五、本志凡称“党矽的，皆指中国共产党；凡称“政府秒的，

均指人民政府。对各历史时期的政权，一般按习惯称呼，不加政

治性评语。 一

六、凡记事涉及的人物，一般不加职称，但根据需要有的加
～

了职称。
：

·’ 七、本志所用计量单位，采用国务院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八、凡旧制年号，一律在其后括号内用阿拉伯数字注明公元

年号。 ．
．

。 九，地面高程仍以废黄河口零点为准，未采用全国高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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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1 9 1 2—1 949)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 “华洋义帐会黟承办修整微山

湖，昭阳湖工程，加深湖底，加高培厚湖堤。

·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沛县公署征集民工疏浚古泡河

(丰水)故道。
’

·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全县人民出工开挖沿河(一作

盐河，即泡，丰水故道)。 ．

·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全县人民又出工加深加宽沿

河(即沿河复浚工程)。一 一．
一

，

· ·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丰，沛：鱼台三县挑浚边沟，

避免水利纠纷。 。

． ：?

·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开挖大沙河，初具河形。?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挑浚大沙河，仅由程子庙

至刘邦店，约15公里。 ．’

’

一 ·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五月十日至六月五日，沿大

抄河附近各村，每日征集民工万余，疏浚大沙河20公里。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四月，再次征工挑浚大沙河，

7因群众反对，又值山东黄河决口灌入沛县而停止动工。

同年，龙固八孔桥竣工，并建鹿湾大桥。
’

同年十二月，铜山区行政督察专员邵汉元，大筑防水长堤(即

苏北大堤)，自丰县北境起，循沛县北境，经龙固，折而客南，

沿昭阳湖，微山湖西岸，迄于张谷山附近而止，全长80余公里：

施工中群众出力，·出钱，挖压青苗，损失很大。大堤完成后，以

· 謦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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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城为中心筑小套堤，从郭窑公路至高小湖北石灰窑，呈。半月修

形，为阻水坝。

·民国三十六年(公51947年)，县长张开黥强征民工，开

挖“文曲河"。该河从土地庙到吴集，全长3．5公里，因经张开凑

祖茔前，当地群众讥讽地称为张开苏的“风水河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50年，兴建湖堰防洪工程。

·1951年6月，丰，沛，鱼台、华山四县动员民工3万余人，

联合治理大沙河和南阳湖腰接筑工程。完成土方55万立方米，国

家投资12万元。 ·

同年，修建大沙河涵洞12座。

·1955年3月16日至25日，全县出动民工38916人，区，乡干

部404人，疏导沿河及挖工庄河，完成土方58．2万立方米。县委负

责挖工庄河，县政府负责疏导沿河，均建立了治河指挥部。除涝

18万亩，沟通了航道。
’

同年，挖小河60余条，建桥涵数座。

·1953年7月，成立“防汛筑堤指挥部"，修筑微山湖堤

岸。动员民T3．8万人，施124天，完成土方37．7万立方米。除

涝9．28万亩。

·1954年修复和加固湖堰。

同年7月，在李集、三座楼附近兴建“沟洫畦田"试点工

程。

同年12月16目起，疏浚鹿湾河下游辛里元至湖堰一段。

r 1955年2月疏浚鹿湾河上游辛里元至陈油坊一段。
’

同年，加固南四湖堤。北起鱼台边界，南至房村(原沛铜界)，

长约44公里。

2 该



同年11月起，两期治理沿河。 ，

。

·1956年春，第二期治理鹿湾河，并建沛县第一座大桥侯湾

桥和火神庙桥。 ： 1．’

。

‘同年，建沿河上的李集、城东关、孟坑，六里井等桥。

同年春，沛县出工1000人在山东鱼台县境内挖复兴河。指挥

部政委徐显扬，总队长杨智修，主任白化鹏。

同年，在栖山、唐楼、鹿楼等地举办打并训练班，为沛西地

区发展井灌事业准备技术力量。3月10 B起，全县有6万名劳力

投入打井运动。不到3个月，完成砖井761眼，其中下木泉者38

眼，下竹泉者345眼，完成井框8040个。
一 同年6月15日，县“三防黟总队部成立，宋邦乾任总队长，

段振春任政委。

·1957年春，沛县出Tiooo人去丰县境内(丰县南)施工复兴

河，总队部负责人为洪睦显、朱宗旭，张德玖。

同年，国家对小四段河，八段河，姚楼河的治理和桥梁建筑

共投资83万元。 。

同年春，创建沛县第一座也是地区第一座机械排灌站——李

集北站，安装15台煤气机，每台22．55力。

。同年4～7月，又新建了湖西机械排灌工程。 一

同年，微山湖水位自7月18日开始上涨，19日达33．7米，26

日达36．11米，29日涨到36．84米。湖西大堤全部弃守。沛县全县

遭受洪灾。县委书记李川、副书记李德伦，县长乔闻彦，副县长

洪睦显领导民工，在徐州、连云港、微山县及解放军的援助下，．

抢修了第三道防线和沛城防洪工程，并及时救护了灾民。7月25

日，徐州地委书记刘锡庚派飞机空投熟食，26日，驻绘“2155黟

部队冒雨来沛参加抢修防洪工程，27日，江苏省卫生厅长带领医

疗队来沛抢救灾民。8月2日，成立“沛县生产救灾委员会"并

设办公室，乔闻彦任主任。 ； ．?
’．

：



·1958年3月至7月，加高培厚了微山湖大堤，并疏浚湖西

港河(沿河、鹿口河等)，封闭挖工庄河、鹿湾河、韩坝河、小

四段河。动员民工5．5万人，完成土方648万立方米，国家投资145

万元。3月至6月，续建湖西机械排灌工程，新增排灌面积1．6

万亩。

同年6月29日始，大雨成灾，’县委动员干群防洪抢险。7月

20日，国务院内务部副部长郭丙坤，江苏省民政厅乜副厅长来

沛，到刘元乡和沿湖一带视察灾情，慰问灾民。

同年冬季，3万名民工出县开挖京杭大运河的洞山至解台闸

一段，长16．1公里。冯贵德任总队长，总队部住荆山桥。11月24

日，浙江、山东、河北、辽宁、黑龙江等6省水利参观团到京杭

大运河沛县工地参观，并赠旗留念。12月13目，江苏省电影制片

厂拍摄了京杭大运河沛县工地新闻记录片。第二期工程由徐从芝、

于长胜负责。连续施工3年多，完成土方1000多万立方米。

+·1959年春，中央领导人黄克诚，王首道到京杭大运河沛县工

地慰问，发给奖旗、奖状。越南也派水利考察团到工地参观。

同年7月20日，沛县西关大桥建成，全长70余米，宽7米，国

家投资7万元。

·1960年1月17日，参加江苏省水利现场会议的全省各地、市、

县党政负责同志200余人，在水利厅熊梯云厅长，徐州地区汤海南

副专员率领下，列京杭大运河沛县工地视察。

同年3月，湖西排灌工程竣工，新增排灌面积5万亩。5月10

日，建第一座地涵(沿河地涵)。5月8日至lo月31日，建成苏

北堤河入沿河的双楼涵洞(即双楼闸)。

·1961年4月1日，沛县水文地质队成立。

·1962年6月28日，完成李集北站机改电工程。国家投资9．5万

元，灌溉面积1．8万亩。

同年11月，动员城关．李集，胡寨．魏庙、五段等公社和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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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农场民工，绿化微山湖堰和沿河堤防。 、

． 同年12月i建沿河李集南电力排灌站，国家投资14．5万元，

。 防洪排涝面积6万余亩。

． ·1963年儿月下旬，徐州专区组织丰，沛，铜三县7．7万民工，

兴办湖西除涝治碱工程。此项工程位于微山湖西，废黄河北，大

沙河东，三县交界地区，面积1051平方公里。工程项目为：挖沟、

排涝，降溃，打井，浇地、淋碱。

同年12月，成立“沛县除涝治碱指挥部玎。

， 同一时间，完成了姚楼河下游改道工程。

··1964年6月，于微山湖堤上建成五段闸。
噜 ·1965年7月20日，成立“沛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指挥部弦。。

同年lO月下旬，县委动员全县人民为实现沛县大地园林化，
· 大打农田水利和改土硬仗。 。

’

、

． 同年11月，沛县西部沙土地区试打30一40米深机井成功，为

沙土地区旱改水打下基础。 ’

：·1966年5月，建成顺堤河上的鹿口地下涵洞。

同年，于苏北堤河入鹿口河处建成辛庄闸。’’
。

·1967年4月27日，周恩来总理指示，请杜平同志回宁召集苏

鲁两省和有关军区洽商，负责解决微山湖地区纠纷。5月12日至

30日，在南京举行了解决微山湖地区纠纷的协商会议，对湖田及
-、 渔民陆居问题，水利问题达成协议。 一，|。．

同年8月19日，山东省南四湖节制闸(二级湖坝)开闸放水，

-． 淹没大屯、李集等公社数千亩湖田，造成严重损失。江苏革委会
4

从防汛经费中拨款15万元，分别补偿大屯8万元，李集5．5万元及

I 刘楼i．5万元的损失。
。

、

同年lo月15日，沛鱼两县达成关于姚楼河复堤工程协议。滞

县动员民T7000人修复姚楼河堤。
’

l 1968年，于挖工庄河与苏北堤河交叉处建成挖工庄西闸。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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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6月，沛县水利工程技术人员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

江苏省第一座横梁井柱净跨5米的七孔桥，在李集北沿河上建成

通车。

同年lo月，建成挖工庄河入湖涵闸一挖工庄东闸。

1972年3月，在湖西农场韩坝河入湖口处建成排涝防洪涵洞，

排涝面积60平方公里。

同年5月，在鹿口河上建成苗洼闸和苗洼翻水站．

同年10月’，在沿河上建成沛城西关闸。

同年11月下旬，顺堤河工程开工，整治河道13公里。

1973年6月15日，在顺堤河上建成杨屯地下涵洞。6月26日，．

又在顺堤河上建成七段闸。

同年7月28日下午起，全县普降大雨，河床冲刷严重。张寨

乡吴阁桥桥墩严重纵向倾斜，桥面倒塌，吴阁跌水被冲毁。

同年9月，新沭河第一期工程(石梁河段)开工，全县出工

3000多人。 ．

同年9月2日上午11时，新建陈楼闸突然倒塌。原因是：1．离

老闸位置仅10米，基础开挖受限制，2．未作土工试验报告，盲目

把基础定在流沙层上，．误认为经过老堤预压可以满足工程需要，

3．对流沙层没有采取必要措施，选用反拱底板，不妥。

·1974年3月5日，第二期新沭河工程开工，全县出工5000

人。
一

同年8月，苏北堤河入沿河的陈楼南闸建成。

同年lOB 27日，新沭河第三期工程开工，并建立工程团临时

党委。

同年冬，沛县水利局组织有关人员到外地参观学习喷灌技术。从

启东县引进小喷灌机一台，通过示范，群众欢迎，引起县委领导

重视。在栖山公社蒲庄大队搞试点以后，推广全县。

·1975年6月，于沿河上建成沛城西关翻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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