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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滚滚长江，滔滔淮水，举世闻名的运河，均汇于扬州境内。多少

年来，她哺育着古城经济、文化，推动着社会发展，造就了一代又一

代英雄儿女。同时，频发的水旱灾害，也曾给人们带来无穷无尽的灾

难。

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市水利在党和政

府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栉风沐雨，治淮、治运、治江，

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波澜壮阔的群众性水利建设高

潮，对抗御洪、涝、旱灾进行了无数次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特大洪水年份，扬州人民，在党中央和各级党

委、政府的领导下，以及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支援下，经过英勇顽强

的奋战，夺得了抗洪胜利。为全市的经济发展、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

活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也提供了坚实的

基础。

通过抗灾斗争，虽然减轻了灾害，但是，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水利建设是不可能一劳永逸的。只能是实践、提高，再实践，再提

高，以至不断完善的过程。回顾以往，我们虽已取得令人鼓舞的成

就，但展望未来，今后的水利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当前，防洪、排涝

的标准还跟不上经济发展要求；防渍、抗旱能力还有待提高；工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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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老化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水土保持也不容乐观，特别是现在正处

于世纪之交，又面临社会经济的转轨时期，人口的剧增，植被覆盖率

的锐减，气候的变暖，生态的失衡，以及工业的污染，水土流失面积

的增加等等，无一不给未来水利上带来新的困扰和挑战。因此，深化

水利改革，发挥水利系统工程的作用，增强水利经济实力，有许多工

作需要我们去做，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发扬革命优良传统，未雨绸

缪，居安思危，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始终把

工作做在灾害到来之前，牢牢掌握抗灾主动权，使我市水利工作永远

立于不败之地o
●

这次《扬州水利志》是在市委、市政府和上级水利部门领导下，

群策群力，克服困难，历时十余载，努力完成的。它坚持了党的实事

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

策，科学地、完整地、系统地记述了全市水利事业的发展，客观地肯

定了水利对扬州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如实地总结了水利工作的历史

经验和教训，对我市今后水利工作健康发展必将有所裨益，也必将对

存史、资政、教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原中共扬州市委书记 穰’辑
199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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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地处淮河尾闾，南滨长江，东近黄海，京杭运河纵贯南北，

地理优越，水温土肥，物产丰富，交通发达，历史上曾是个经济繁

荣、人文荟萃的鱼米之乡。黄河夺淮后，水系被破坏，水旱灾害频

繁，民不聊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

过三十八年的艰苦努力，我市水利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

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根据江苏省水利厅、江苏省水利史志编纂委员

会、中共扬州市委和市政府的要求，我们编纂了《扬州市志·水利志》

和《扬州水利志》o

1984年6月，我们成立了扬州市水利史志编纂委员会，开始搜集

资料，出版了《扬州水利史志专辑》，整理了《扬州水利史料》，以积

累扬州水利史料o 1987年秋，着手修志，1988年撰成了《扬州水利

大事记》 (初稿)，1989年、1990年先后完成《扬州市志·水利志》

(稿)和《扬州水利志》(稿)，初审修改后，1994年完成《扬州市志·

水利志》，1995年底修改成《扬州水利志》(送审稿)。1996年4月24

日至25日，江苏省水利厅、扬州市水利局召开《扬州水利志》(送审

稿)评审会，省市1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同志对志稿进

行评审。根据评审意见，经认真修改并报请江苏省水利厅和扬州市地

方志办公室验收合格后，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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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力图按照《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的要求，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回顾我市水利事业的历史，并本着“详今

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当代史实和现状，从中得出治水规律以及水

利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以期为今后水利事业现代化起到存史、

资政、育人的作用，使水利更好地为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全志设十七章七十八节，约五十六万字，是一部社会主义新水利

志，对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

义。

在编写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有关单位及个人热忱地支持，在

此，敬表衷心的谢意。

扬州市水利局
1999年6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存真求实"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扬州市水

利事业。

二、本志记事断限，上限尽可能追溯到扬州水利之始，下限到1987年，个

别地方略有突破；概述及大事记的下限到1996年8月；照片到1998年。本着

“详今略古"和“古为今用"的原则，着重记述1949年．『D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的水事活动。

三、本志横排竖写，纵横结合，设概述于全志之首，为全志之纲；设大事记

于概述之后，为全志之经；正文设章、节、目、子目4个层次，辅以图、表、

录。序与凡例列于卷首。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按时序编排。

四、本志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依当时历史年号纪年，并用

括号注明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五、解放前、解放后区分以1949年J『月25日扬州城解放为界限。

六、本志凡简称“党”、“省委”、“地委”、“市委"均指所在地中国共产党组

织；“专署"、“行署"、“政府"均指扬州专员公署、扬州行政公署及1983年3月

J日实行市管县体制以后的扬州市人民政府。

七、本志所记高程，采用“废黄河零点”，凡采用吴淞或黄海高程的均予注

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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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志中计量单位，除历史记载仍用原文外，均采用国务院1984年颁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耕地面积沿用习惯亩制。

九、志中统计数据，以统计部门、市水利局统计数据和农业区划办公室《江

苏省扬州市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成果汇编》数据为准。

十、本志资料，历史部分多录自历代史志文献，当代部分主要录自档案材

料。为节省篇幅，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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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地处长江下游北侧，淮河入江水道、京杭运河纵贯南北o 1996年，辖

广陵区、郊区、泰州市、兴化市、高邮市、宝应县、靖江市、泰兴市、江都市、

邗江县、姜堰市、仪征市等12个县(市、区)o总人口938．81万人，总面积

12 441平方公里，其中陆域面积8 986平方公里，水域面积3 455平方公里(内含

长江水域236平方公里，高邮、邵伯湖水域525平方公里)。耕地823．5万亩。地

势西高东低，中部高、南北低。地面高程一般在lO．O米至2．5米，西南丘陵冈

区50米至lO米，铜山最高达149．5米。地理位置在北纬31056’～33025’，东经

1 19。027～120。33’之间，东西最大跨距146公里，南北最大跨距170公里，属亚热

带气候，年平均气温14．3一15．1摄氏度，无霜期平均为223～239天，多年平均

降水量为1 000毫米左右。扬州地理位置优越，气候温和，资源丰富，经济繁

荣，素有“鱼米之乡”之称o
’

，

为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历代都修了水利工程。早在周敬王三十四年(公元

前486年)，吴为北上伐齐，争霸中原，遂利用江淮之间的湖泊，开凿邗沟，以

通江淮。这是扬州有史记载最古老的人工河道，也是京杭运河开凿之始。汉吴王

刘濞为便利盐运，开邗沟支道，从茱萸湾，向东经海陵至通泰各盐场。广陵太守

陈登修扬州五塘，发展农灌，并进行邗沟改道工程，缩短了航程。东晋谢安筑邵

伯埭，蓄水济运灌田。隋文帝开山阳渎(4-三阳河)，史称邗沟东道。隋炀帝略

循东汉建安故道复开邗沟，史称邗沟西道，即今里运河。唐开伊娄河(今瓜洲运

河)，筑平津堰。宋循隋堤于高邮北筑漕河堤200里，建石磁，改建真州堰、北

神堰、瓜洲埭为斗门式船闸，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建炎二年

(1128年)，黄河夺泗入淮。绍熙五年(1194年)，黄水全流南行，大举夺淮，洪

水潴于洪泽、高宝诸湖，威胁运道安全，南宋不得不修筑“自扬州江都县至楚州

淮阴县三百六十里”运堤。直至明天顺元年(1457年)，黄淮并涨，“高邮、宝

应漕渠堤冲决”，里下河地区开始遭灾，此后，扬州水旱灾害频繁，水系遭到严

重破坏，从天顺二年至隆庆二年(1458～1568年)的110年中，里下河地区遭洪

灾26年，平均4年有1年遭水灾。而隆庆三年至清咸丰五年(1569—18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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