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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铜山县位于江苏省西北部苏鲁豫皖交界处，环绕徐州市。铜山县既有着悠

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又有着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山青水秀，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 铜山县古称“大彭氏国”，迄今已有四千余年的历史。建国前由于黄患频生，

水利失修、河湖失控，铜山县人民备受洪涝之苦，灾荒连年，又因兵燹交加，致使

民生凋敝，饿殍载道。

建国后，金县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怀振兴铜山之鸿图，扬艰苦奋

斗之精神，效愚公移山之毅力，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远距离引水；跨流域调

度；洪、涝、旱、渍、碱综合治理；沟、渠、田、林、路统一规划；桥、涵、闸、站、井配套

成龙；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铜山水利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先后被评为

搿全国水利建设先进县一，“江苏省水利服务体系建设先进县"，“全国水利技术推

广先进县"，“全国乡镇供水工作先进单位’’，“全国人畜饮水工作先进单位’’，连

续四年获江苏省大禹杯奖。 。 ．

盛世修志，世之传统。我们编纂《铜山县水利志》的宗旨，就是把古今水利的

历史和现状载入史册，长存于世，“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激励今人、启迪后代、承

前启后、继往开来。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坚持“详今略古、古为今用、求实存真、去

粗取精’’的原则，努力做到既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为一体，又具有专业性、

地方性和时代性的鲜明特色，值得一读。 ．

但愿《铜山县水利志》能够成为读者的益友，能够激励人们的奉献精神，能

够促进铜山县水利事业的蓬勃发展，这是编者诸君所殷切期待的。

祖振 华

蔡 成 璞

1994年10月15日．



凡 例

1． ‘铜山县水利志》是铜山县第一部水利专业志，上限不定，下限至1990

年底止，略古详今；立足于当代。

2． 本志的编辑体制为，横分门类，纵写史实。结构顺序为首列综述，次设

大事记，附录殿后，中间正文分章、节、目三个层次。金志共分14章、67节，并配

以必要的图表。

。3． 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编写，力求严谨、朴实、通俗、流畅。所用数字除引

文序词、专门名词和成语等用汉字表达外，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著录。计量单位均

用公制。历史纪年加注公元年；现代纪年，年、月、日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4． 本志中凡出现“建国前一、“建国后一字样，均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后)。

5． 本志中书写的地面高程，建筑物高程，均采用废黄河零点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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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综 述坏 坦

铜山县位于江苏有西北部，是苏、鲁、皖三省结合部，环绕历史名城徐州。东

部与邳县、睢宁交界，南部与安徽省灵璧县、宿县、萧县接壤，西北部与丰县、沛

县毗连，北部滨临微山湖与山东省微山县和枣庄市为邻，东西最大相距82公里，

南北最大相距63公里，总面积2825平方公里。

．铜山县自然条件优越，兼有南北之长，西北、东南系黄泛冲积平原南缘，地

势平坦，河道纵横，田园平整。东北、西南和东南部分地区为丘陵山区，是沂蒙山

区南缘的剥蚀残丘，有大小山头800多座，山丘区面积约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京杭大运河横贯全县北部，废黄河自西北向东南穿越全境，故构成“三片平原三

片山，黄河故道一高滩’’的地貌特征。 ’

’

铜山县地处北温带；气候属暖温带湿润和半湿润的季风气候，气候温和，四

季分明，光照充足，降水量较为充沛。近40年，全境年均日照2366小时，为可照

时数的54％，多年平均气温14．3"C，1月平均气温一0．5"C；7月平均气温27．

1℃，极端最高气温40．1℃，极端最低气温一23．3"C，年均无霜期206天。年均降

水量869毫米，平均降水日81天。夏季降水最多，平均509毫米，占全年降水量

的58％。 ．

铜山古称“大彭氏国’’，迄今已有四千余年的历史。黄河夺淮以后，泗水南流

受阻，洪水恣意泛滥，给铜山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每逢雨涝，客水犯境，山洪暴

发，下游顶托倒灌，造成大片农田淹没，减产失收；干旱时又无水灌溉，禾苗枯

焦，赤地百里，民不聊生。至建国前有“十年九灾’’之说，洪、涝、旱、渍频繁发生，

土地日趋盐碱化，农业生产水平低下，粮食平均亩产不到100公斤。

连续不断的水患教育了铜山人民，“民以食为天，农以水为先’’，不除水患，

．人民就难以生存；不兴水利，生产就难以发展，铜山人民在治水斗争中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早在公元224年，即三国魏黄初五年，郑浑为沛郡太守时，在今铜山境

内兴建了马沟陂，安王陂，代陂，明星陂等一批陂塘灌溉工程。公元384年，晋将

谢玄战败苻坚后，率军北上伐前秦至彭城，因水道艰涩、粮运不济，调九万人堰

吕梁水，以利漕运。公元1415年，陈瑶主持漕运，再次开凿吕梁、百步二洪，并建

吕梁石闸，以平水势。清康熙年间，靳辅治河采取疏浚下游河道，大筑两岸遥缕



综述

堤防，修建减水闸堤，加强险工修守等措施，先后开辟了王家山及十八里屯减水

闸和苏家山闸，以减轻洪水的威胁；并先后疏浚魁山支河(奎河)，开挖房亭河，

修筑蔺家坝等排涝挡洪工程。中外闻名的荆山桥和古老尚存的燕桥是铜山人民

在治水同时，发展交通事业的见证。

建国以来，党和人民政府，一直把治水工作放在重要地位，领导全县人民艰

苦奋斗，励精图治，取得了重大成就。1949年至1990年的41年中，共开挖和疏

浚骨干河道14条，大沟192条，中沟1085条，小沟8278条，累计完成有效土石

方计7亿多立方米，兴建涵闸1686座，其中，大沟级以上涵闸274座，中、小型水

库38座，发展机电排灌动力127350马力，打机井7042眼，基本上形成了防洪、

除涝和灌溉体系。1990年种植水稻73．5万亩，有效灌溉面积达164万亩；
· 纵观铜山县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50年代以防洪为重点 ．

建国初期连年洪涝灾害教育了铜山人民，治水必须从防洪开始，也是当时

社会安定的迫切要求。为此，铜山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展开了不屈不挠地、

波澜壮阔地抗洪斗争。

1949年11月底，水利部在徐州召开“沂、沭、汶、运治导会议一，确定“先沂沭

而后汶运"，“沂沭分治"的治理方针。同年冬，苏北地区的导沂整沭，以工代赈开

辟新沂河工程开工，铜山人民和徐州市各县人民一道参加了该项工程施工。新

沂河建成通水后，加上导沭工程完工，洪水漫流的局面得到了初步控制。

1957年7月，铜山县境内普降大雨，其中中旬最大一次达190多毫米，与此

同时，山东省荷泽也暴雨成灾，南四湖遭到百年一遇洪水，微山湖水位暴涨，韩

庄最高水位达36．8米，蔺家坝决13，湖西大堤全部弃守，沿湖一带，尽成泽国，湖

东利国镇三面环水，铁矿井进水停产。
‘

面对洪水的威胁，铜山人民在县政府的领导下，依靠集体的力量，与洪水进

行了反复较量和抗争。早在1952年初，就沿G2．5米等高线修筑新堤(微山湖西

大堤)。1953年4月，铜山县组织民工抢修湖西大堤，大堤南北长35华里，总计

土方70万立方米。同年8月13日，县境暴雨，微山湖新堤被冲塌，县委、县政府

主要领导赶赴现场，动员4万名群众抢筑二道老堤，经三昼夜奋战，完成约20公

里护堤工程。1954年7月，铜山县沿二道堤线整修，顶高36．6至35．3米，顶宽3

米，完成土方58．8万立方米。同年11月治淮委员会在“沂沭汶泗流域洪水处理

初步意见”中，对南四湖区洪水处理提出建蔺家坝和韩庄闸，控制不牢河及韩庄

运河，在湖水位33．5米时下泄1000秒立米，微山湖蓄水位暂定为33．5米，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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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为36．04米。·1955年6月，铜山县动员民工11400人，沿境内18公里长湖

西大堤进行全面加固，完成土方21．56万立方米，工程投资29．65万元。1957年

7月20日，当湖水位达33．94米时，江苏省防总和徐州地区要求铜、沛二县，严

守微山湖堰，并派出地、县水利负责人和技术人员亲临现场，指导抗洪斗争。7月

21日，铜山县调集4．1万人由县委第二书记李成田亲自指挥，加高加固微山湖

大堤，同时，组织群众转移。7月26日，微山湖水位达36．11米时，湖西大堤全部

弃守。1959年4月1日，微山湖堰工程(现湖西大堤)全面开工，于6月底完工，

铜山县承做张谷山至小四河段，共长31．2公里，动员民工37700人，由副县长袁

封甸任总指挥，治淮总队负责施工，堤高筑至38米，共完成土方630．6万立方

米。1959年6月，铜山县又对张谷山至铜沛交界处的大堤进行加固，全长18．1

公里，堤顶高筑39米，顶宽6米，内外坡3：1。上工人数7600人，完成土方30．6

万立方米。以后，结合港河和顺堤河疏浚，又多次对湖西大堤进行培厚加固，形

成当今的湖西地区有效的防洪屏障。

为打通微山湖洪水出路，1958年10月，拓宽疏浚京杭运河不牢河段，由铜

山县蔺家坝至邳县大王庙，长73公里，至1961年lo月竣工，开挖工方5911万

．立方米，同时，兴建解台闸枢纽工程，包括节制闸、灌溉闸和船闸等，还先后开挖

了奎河、屯头河、桃园河、刘禅河、郑集河、房亭河、白马河、帮房亭河等排洪河

道；修建了圣窝、姜墓山、倪园、柴窝、营山，肖董等山区滞洪水库，兴建了王楼站

等防洪排涝工程。通过十年的努力，洪水漫流的局面得到了一定的控制，洪水灾‘

害大大减轻，铜山人民治水由防洪向除害兴利的方向前进。

(=)60年代以排涝降渍为主攻方向

1963年全年降雨量1360毫米，其中7月6日，县内最大降雨量149毫米：

最长一次降雨11天，7、8两个月各为21天。6月至9月，连续阴雨，丰、沛县客水

压境，郑集河、桃园河堤防溃决，受灾面积110万亩，失收面积55．5万亩，全年粮

食总产不到1亿公斤，为建国以来最低的一年。

1963年连续阴雨造成的灾害教育了铜山人民，治水不仅要防治洪水威胁，

而且更要重视潜在着的涝渍危害。因此，60年代，在巩固防洪成果的基础上，以

排涝降渍为治水的主攻方向。为此，掀起了大挖土方，大干河网化的高潮，先后

开挖了顺堤河、桃园河，疏浚了房亭河、琅河、运料河等骨干排涝河道。同时响应

毛泽东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坚持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社队自办为主的方

针，农田水利以超常的速度，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运南灌区初具规模，大寨河、

大寨路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全县各乡，大、中、小沟形成格局，并逐步探索出“洪涝

分开、排灌分开、高低分开、内外分开、控制地下水位”的治理路子，使农田水利

建设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地向前发展。 一

60年代中期水土保持有了较快的发展。自1963年冬开始，铜山山丘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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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大打治山治水之仗，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标准由原来的坡耕地、坡式梯田，

提高到三面筑埂、深翻、整平、倒流水的高标准梯田，还大搞治坡、截流、拦洪、蓄
-

水等工程。

同期井灌事业也发展很快，1966年5月，铜山县水利局组建了第一支专业

打井队，并成立了灌溉办公室，先后在柳新的唐沟、大李庄，刘集的冯王庄、车

村，郑集的戴楼、杜楼，拾屯的杨屯及棠张、张集、潘塘、房村、黄集等乡试验推广

大锅锥打井，并全面取得成功。

(--)70年代重点解决“旱改水’’

在继续巩固防洪除涝的同时，70年代重点解决“旱改水’’的问题。狠抓了蓄

水、引水和补水工程，先后兴建了郑集闸、沟上闸、温庄闸、韩桥闸等蓄水工程，

新建和扩建了崔贺庄、大龙口、六堡、杨洼、水口、夏洪、吴湾等中、小型水库；开

挖了八段引河，疏浚了房亭河等引水工程；还新建了土楼、王山和郑集补水站。

与此同时，大张旗鼓地开挖和加固房亭河上游山区截水沟及其“长藤结瓜"工

程。还搞了一些引水上山工程，如向阳渠、朝阳渠、东风渠和芦山引水工程等。应

当指出：这些“超前"工程，当时效益并不高，但是广大劳动人民，改天换地的壮

举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应当肯定的，而且在这些工程基础上，经过

改造还可继续发挥作用。经过十年的努力，灌溉面积扩大到100余万亩，机电排

灌动力由1970年的1．67万马力发展到5．70万马力，共打机井5000余眼。“旱

设水一的发展，不仅有效的控制了土地盐碱化，而且促进了耕作制度的变革，加

速了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的进程，使农业步入稳步增长的阶段。据统计，粮食产

量由1970年的30．18万吨，到1980年增长到63．44万吨。
。

(四)80年代水利“转轨变型”，重点解决水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水利建设也跨进了

一个新的阶段。按水利工作“转轨变型"的要求，水利不仅要为农业服务，而且要

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要增强服务观念、效益观念和经营观念，逐步从单

一建设向综合经营型转变；从无偿服务向有偿服务转变，从靠国家投资、农民兴

办向全社会多层次多渠道集资办水利转变；

·由于。旱改水"的高速发展和水利服务范围的扩大，水源不足成为铜山人民

治水的主要矛盾，因此，从80年代一开始就在不断提高防洪除涝标准的基础上，

重点抓了开源节流工作。

自1984年冬季开始，连续六年对废黄河进行综合开发和治理。按照行洪、排

涝和调水的要求治理中泓。六期工程共开挖中泓69．4公里，并先后建成周庄、丁

楼、温庄和城头四级控制。河槽一次可蓄水700万方，加上两岸十座中、小型水

库，可调蓄水量6700万方。对滩地实行宜粮则粮，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渔则

渔，搞好水土保持，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综合经济效益的治理方针。经过六年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