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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县水利志》编辑分工

《青县水利志》系众手所成。全志由凡例、概述、大事记、志文和附

录组成。总体构思、篇目设计和内容编排，由陶殿忠完成。然后分22撰

稿编写，最后由陶殿忠总纂，青县地方志编委会、沧州市水利局审阅

定稿。

撰稿分工是：

I．试写，稿：设概述、志文十三篇，由陶殿忠、张光元、侯增锦撰
，

写。

Ⅱ．送审稿：设概述、大事记、志文十三章；，由陶殿忠、侯增锦撰

稿。
。

、

Ⅲ．审定稿：设概述、大事记、志文十三章和附录。

一、凡例、概述，由陶殿忠撰写。 ：．j--．．”

二、大事记，由侯增锦、陶殿忠撰写’o’

三、第一章河流，由陶殿忠撰写。 ；：j．1 。o

第二章水资源，由陶殿忠撰写。 ：一

第三章水旱碱灾害，由侯增锦撰写。： ·

， 第四章河道治理，由陶殿忠撰写。：o

第五章排灌工程，由陶殿忠撰写。 r!≯r

第六章除涝治碱，由陶殿忠撰写。 f

第七章灌溉饮水，由陶殿忠撰写。一

第八章抗灾，由侯增锦撰写。

第九章边界水利矛盾，由侯增锦撰写，，

第十章水利管理，由陶殿忠撰写。

第十一章基本工作，由陶殿忠撰t写。

第十二章机构，由侯增锦撰写。l

第十三章治水人物，由侯。增锦撰写。

附录由陶毁忠、侯增锦撰写。

志文内表由啕殴忠设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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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刘卿

．青县是一个河多、洼多，、稿地多的县份。在旧中国的漫长岁月里，洪、涝、旱、

碱灾害异常严重：南运河常年有水而不能灌溉农田，无法驱赶旱魔；每遇大汛，洪

水沥水平地漫流而不得排除；在星罗棋布的大小洼地上，逢丰水年而不能营水

田，遭枯水年又无力保旱作；盐碱则常年为害。种不保收。广大劳苦农民过着食不

饱腹、衣不遮体的悲惨日子；国民经济十分落后，成为河北省最穷困的县份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省委、地委的统一部署下，中共青县县委和青县人民政

府，遵照毛泽东主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论断。领导全县人民坚持不懈地同

“四大灾害”进行顽强斗争，40年如一日．保持经常，连续战斗。取得了巨大的成

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且深刻地总结了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执行“一块地对

一块天”、“以蓄为主”、“有水种稻，无水也种稻”的方针，违反客观规律．受到大自

然惩罚的惨痛教训。

1 967年。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部领导开挖子牙新河及北排河以后．根本改

变了这一地区洪沥水有来源无出路的不利局面，为根本改变青县的水利面貌打

下了坚实基础。青县领导机关抓住这一有利条件．大搞排灌配套工程。从而初步

形成了洪能泄、涝能排、旱能灌、碱能治的水利工程体系，充分发挥了水利基础产

业的宏大作用，使国民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大幅度改善。

在开展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工作中，青县党政领导机关和水利部门象重

视水利建设一样，给予编修水利志以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成立领导机构．选配

编辑人员．加强具体领导，及时解决编纂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并先后召开熟悉水

利建设情况的原任和现任领导人参加的座谈会和审稿会。参加编写工作的同志，

认真负责，积极努力，以“不成良志誓不休”的精神进行工作。坚持修志始终的陶

殿忠、侯增锦两位同志，一人熟知情况，掌握资料；一人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他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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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密切配合，知识互补，相辅相成，臂；·六载。反复修改，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

《青县水利志》。

《青县水利志》指导思想明确，资料翔实可靠，编排科学合理，体例完备，语言

流畅，突出了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是一部质量较高的社会主义新型专志。

青县是我的第二故乡。在“史无前例”的年代里．我和省直机关共408名干部

(大部分为水利技术干部)被下放到青县最穷的社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历

时整整10年，从而和青县这块美好的土地，和青县的劳动人民以及机关干部建

立了深厚的情谊。现在看到第一代《青县水利志》，感到由衷的喜悦。我祝愿这部

新志在今后水利建设中，为促进国民经济全面大幅度发展，发挥应有的借鉴作

用。

1991年7月6日写于天津

注：刘卿，现任河北省水利志总编、中国江河水利志研究会理事、河北省水利学会史山

委员会副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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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青县县长、青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范双印

《青县水利志》编就，这是青县水利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阅后，联想万千，深

刻的感触时欲抒发．适逢青县水利志编写组约我作序。不虑笔拙，直述实感于书

前。

青县创县于汉．始名于明。位于冀中平原。地势平坦．东临近渤海，地质结构

复杂。南运河纵贯南北．子牙新河、北排河并行横穿东西。下经黄骅县注入渤海。

4条黑龙港河于境内西部汇流入淀．素有“苦海盐边”、“九河下梢”之称。历史留

给我们的是河淀淤积．堤防残缺．易涝易旱；“涝则洪沥交加。民舍漂没；旱则赤地

百里。禾苗枯死”的惨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全县广大干

部群众战天斗地，大力开展水利建设。提高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青县被省确定为粮食基地县。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1 985年工农业

总产值达到2．1 3亿元，为1 978年的1．77倍。

l 987年我奉调来青．受任之初．深感学疏才浅。不堪重任而有负重望，故急

欲了解县情。洞悉全局，开展切实有效的工作。特别是水利事业的兴衰。对农业发

展至关重要．更欲知全情。幸喜《青县水利志·大事记》是时脱稿，读后，对青县水

利建设的历史脉络方大致了了。1 987年8月。《青县水利志》初稿编就，阅后，给

工作带来了诸多便利。 ．

今阅《青县水利志》更觉．得益非浅，倍觉志书之重要。实为服务全县经济建设

之急需，更觉编纂方志刻不容缓。《青县水利志》编纂组的全体同志，不避艰辛，呕

心沥血，众手成志。编写了青县有史以来第一部水利专业志。

《青县水利志》运用辨证唯物主义观点。以人民利益为准绳．对搜集的资料去

伪存真，去粗取精，以事分类，横排纵述。设概述、大事记、河流、水资源、水旱碱

灾、河道治理、排灌工程、除涝治碱、灌溉饮水、抗灾斗争、边界水利、水利管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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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作、机构沿革、治水人物、附录等。该志纵贯历史，横陈事类，以广博而翔实的

资料，述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历史的借鉴和现实的依

据。实为各级领导干部宏观规划与微观指导的“信息库：’，是技术人员调查研究不

可或缺的“资料集”，是本县广大干部和有识之士，特别是水利工作者必读之书。

199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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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三

张装蠕善慕币庄效增《青县水利志》编写组组长
肛从馏

根据国家关于编纂地方志的指示，在上级地方志领导和当地政府领导下，以

及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通过编写人员的努力，编写了《青县水利志》。本志书是

青县有史以来第一部水利专业志。贯彻实事求是、详今略古原则。记述了青县人

民在党的领导下，改天换地的战斗历程。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历代明智之主及有识之士无不重视水利。新中国成立以

来党和政府对水利事业尤为重视。要把这件事情办好，就要以史为鉴，总结古今

才彳q建设经验教训，以资借鉴。所以。编写水利志是由来已久的愿望。

青县地近渤海。南运河纵贯县境，子牙新河、北排河横穿域内，马厂减河傍县

境东注．4条黑龙港河于境内汇合北流。河多、渠多、洼淀多是青县自然地理特

点，自古以来旱涝碱灾害频繁而严重。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坚持不懈地同旱涝碱灾害作斗争，不

断增强抗灾能力。1963年海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青县灾害严重，是年l 1月17

日‘．毛泽东主席发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党中央采取治本措施，调动数十

万治河大军．建成子牙新河、北排河，疏浚、治理了南运河及黑龙港河。随着骨干

工程的建设．青县配套工程亦随之展开，使排沥能力比新中国成立前提高了4．6

倍。有效灌溉面积达到38万亩，改良盐碱地41．1万亩，为彻底改变农业生产条

件奠定了坚实基础。

回顾青县水利事业的发展过程。总结经验教训。使今人及后人提高对水利事

业的认识，提高水利建设管理水平．这无论对当代还是后世都有重大意义。党和

政府把修志任务交给我们．深知任务艰巨。责任重大。盛世修志是时代赋于我们

的光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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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在搜集古今治水资料的基础上，经过考察研究，审核校正，科学分类编

纂而成。编写过程中始终遵循并力求实现：言之有据，实事求是，资料当先，务求

翔实。所修之志j资料来源有三：实地调查，档案整理，群书笔录。坚持详今略古。

重在当代，力求突出青县时代风貌和地方特点，颂扬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战天

斗地改造自然的英雄气慨；据事陈述，寓褒贬于叙事之中；横排竖写，条块结合，

记述各个历史时期水利事业的兴衰过程。努力做到社会主义新时代第一部青县

水利专业志具有连续性、系统性和完整性。

由于水平和条件有限，缺点和错误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并深望此志起

到“述往昭来，据今谋后，正镜旁鉴，兴革治理”的作用。

1 99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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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例

凡 例

·、本．＆取‘Jf．I：起公J已前11 3年(汉武帝元蜘=_：年)．F至1 985年。|；等f；分啦

书根据：岳嘤遁、匕l：溯lo延。记述范围以1985年所辖区域为准。

：、年砂iL述，l 948年(民l码37年)以前，以朝代帝上年弓‘记年，后加注公，e

年0‘；l 949"1-以Jf’．乐J}J公，己纪年。

i、㈦家党政机构以称．第一次}i{观时川令称．再次出观n．1'JlJ简弥。如“中华．

人【心，i0相l⋯”．始川个砀：．再次JlI：现简砀：“相川tI埘”；“1l，罔共产党”．始用个称．再次

f}：脱简砀0党”。

四、资料求源：llI f}；人K共和同成谚}j；：f的资料来自北j泛图书馆、人淬恻}；馆、

l。于县旧兰}。基殷仃火水利々并；新【|J【日成j莎J^的资料辛婴求自青县档案局、f?县水

利^I)资料率、沧州地J天水利JIIj资料窒、沧州地I天档案局、海}町规划委员会．以及}屯

闸口碑、渊代资料等。为侈省篇幅。般4：注11月出处。

-f￡、l 983印以I】；：『的地域名称．按当时名称；1 984年以后的地域铭称．以全同

地名爵在jt一．的地钎为准。

入、地巾f r盘徉采门J黄海盥程。

匕、度li}衡单位．新中同成立后的均按阁家1 984年规定的标准为准；0⋯¨j ．

史文献．按惦i义照录。

．八、史IlT数。产川法，以1987年1日家沿寿文字改革工作委员会等七嗨化颁布

的《火j；⋯版物．1：数‘仁川法的衍{j规定》为准。

几、义I{l采JlI的数据．耨巾Ⅲ成屯前的均按旧档案、旧县忐及仃火水利文献； ·

新IfI|日成t肝的数据以f|寸家统汁硒及县水利局档案为准。

f．、各时期的行政机构．按’斯时fj：渭记述。记述人物汽fS je名．必要时加职务

或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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