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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序 (一)

《内邱县水利志》经过梁大友等人的辛勤工作和精心编纂，五度寒署，七易其稿，而

今终于问世了。单为水利编写专志，在内邱县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县水利事业上的

一件大事，亦是内邱县盛世修志中的一项丰硕成果。可喜可贺!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正如人们常说的“有水一片绿，无

水一片黄"；“有收无收在于水"。要想持续稳定地发展农业生产，必须重视，搞好水利建

设。而且水利对人民生活，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而成为

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水利关系国计民生，其战略地位重要，我国历代为政者都很重视水利，且载国史，

以资政。诸如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其《河渠书》专谈水利，班固《汉书》中的《沟洫志》亦

有专载，宋、元、明、清等史均有《河渠志》，历代国史未设《河渠志》者，或地理专，或食货

志等，亦必有记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提倡撰史修志．进入80年代，全国编纂方

志蔚然成风，水利专业志被列入重位，纷纷组织编纂，先后成书者，数不胜数，此诚盛世

美举I

内邱县水利局自1985年开始水利修志。1989年完成《内邱县水利大事记》。1987

年着手《内邱县水利志》的编写工作。经过四处采访，广集资料，加工整理，编写志稿，内

行评审，博采众长．研究讨论。反复修改，几经周折，艰苦奋战，终于完成了内邱县有史

以来的第一部水利专志。该志符合1985年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颁发的《新编地方志工

作暂行规定》之精神，观点正确，体列完整，资翔实，特点突出，言简意明．文风端正，是

内邱县发展水利建设的经验总结，是一部资治、存史的好书。

内邱县位于太行山东麓，境内河流属于海河流域子牙系．均为时令河，汛期时有暴

涨．平日多干涸．历年既久，黎民无摆脱洪涝干旱之苦。建国后，县委、县政府领导全县

人民除水患、兴水利、防洪抗早．发展灌溉．既基本上解决了群众饮水问题，又扩大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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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面积，水利建设取得了有日共睹的可喜成就。本书遵循“实事求是"，“详今咯古一，。详

内略外一，“详主略次一，“详独略同"等原则，热情谱写了内邱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获得胜利的篇章，倾心讴歌了群众战天斗地的丰功伟业．称本书为内邱县水利建设之

“史诗"亦是当之无愧的。然而，在水利建设过程中走过弯路，有过失误，在该志书中也

直言不讳。以供今人和后人为之借签。 ．

加强水利建设，顺乎民心，势在必行。当今为深化改革，振兴内邱经济，县委、县政

府又组织群众，大搞水利，全县水利建设又出现了新高潮。在此大好形势下，《内邱县水

利志》的出版问世，有助于内邱县水利事业的不断发展，而造福于人间。

内邱县副县长石振林

1 991年1o月于内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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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如今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时

代，全国撰史修志蔚然成风。编修《内邱县水利志》，重在记述水利这一国民经济的基础

产业的发展历程及成败得失。既服务于当代，又惠及后人。为进一步发展水利事业，繁

荣国民经济提供历史借签。

内邱县水利局遵照上级指示，在完成水利大事记后，于1987年开始编纂《内邱县

水利志》，经过广泛搜集资料，精心编修，并请专家，同行研讨．几经易稿，历经5年成

书，这部水利专志是有史以来首次编纂，作者艰辛撰修而得以我志，实为可贵。全志共

15章12万言．内容全面，文筒事丰，具有资政、教育、存史之功能。是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的好教材。我曾在乡镇工作多年，深感水利对农业生产的重要，只有搞好水利建

设。农业生产才能持续，稳定地发展．获得丰收。现在我作为一名水利工作者．有幸能够

协助编者完成编修水利志这一历史重任．实感欣慰。

内邱县为半山区县．地上水源少．地下水缺乏，十年有九旱。县境内农业，工业和人

民生活常受干旱之苦。但又受地势影响，常形成大暴雨中心，山洪暴发，洪水直汇下游，

往往泛滥成灾。因此，自建国以来全县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

水利建设．建水库、打机井、筑塘坝、修渠道、水利工程遍布全县．抗旱防洪的能力大大

增强。这些历史事实都在水利志得以充分反映。并真实地记述建国37年来内邱县人

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除水害，兴水利的光辉战斗历程。

愿《内邱县水利志》的出版，为促进今后全县水利事业的发展．发挥出更大功能。

内邱县水利局局长闫文中

1991年11月于内邱



凡 例 1

凡 例

一、<内邱县水利志>为有史以来首次编纂．：．；其上限不作统一规定。下限断至

1985年．

二、本志体例采用章节体，必要时设日、子目．概述放在卷首，卷未设附录．

三、本志古代资料，主要来源于{：顺德府志》、‘内邱县志》、<邢台地区历代水旱灾害

史料》等；现代资料一般来自邢台地区水利局，邢台地区水文站，内邱县档案局，内邱县

统计局，内邱县水利局等单位的档案资料。志文中一般不注出处。

四、本志中凡称建国前或后，均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或后。

五、本志凡称“党"均指中国共产党。凡称“政府一、“人委"、“革委"均指人民政府．

六、本志文中对乡、公社、村、大队等称谓，按当时实际名称记述。

七、本志计量单位，1949年后采用公制，1949年以前采用当时习惯用法。计量数字

除需绝对数外，五位以上数字，一般采用“万"为单位。

八、1948年前，以朝代、国事情纪年，加注公元年号．民国以前纪年采用中文书写，

公元及民国以后纪年采用阿拉伯字码。

九、本志中所述海拨高程．均指黄海高程。

十、本志采用第三人称．书中人物一律书写职务、职称或直书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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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内邱县历史悠久。春秋时期初为邢国地，后属晋国。战国时期为赵国

辖域，西汉时置中丘县，《太平环宇记》载：“西北有蓬山，丘在其间，故名中

丘"。故城在城西十里处。晋末，因战乱废置。北魏太和二年(496年)，复置

中丘县，并徙涉于今城关。隋开皇初，因避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名讳，改为

内丘县，属赵州。开皇十六年(596年)析置青山县(故城在今县西南与邢台

县交界处的东、西青山村)；大业二年(606年)青山县划入龙冈县(今邢台

县)，唐武德元年(618年)析龙冈县东北境复置青山县，和内邱县同隶邢

州。开成五年(840年)又废青山县，并入龙冈县。熙宁六年(1073年)尧山

县(今隆尧县西部)并入，元{右元年尧山县分出，内丘县复置。世祖至元二年

(1265年)唐山县(今隆尧县)并入内丘县，不久即复置。清时，雍正年间因

避孔子名讳，内丘县之“丘”字改为“邱"，属直隶顺德府。民国初，内邱县属

直隶省冀南道即大名道，1928年直隶于河北省，1936年初划属河北省十三

督察区。

抗El战争爆发后，1939年创立太行区抗日根据地，辖内邱县。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内邱县划归河北省邢台专区。

1958年邢台、邯郸两专区合并，内邱县划属邯郸专区；同年，临城、隆

尧、柏乡3县并入内邱县。1961年，复设邢台专区，内邱县复归邢台专区。

1961年和1962年先后恢复隆尧、临城和柏乡3县，内邱县亦恢复原建制，

至今未变。

内邱县位于河北省西南部，太行山东麓。东与隆尧县、任县连接，南与

邢台县接壤，北与临城县、赞皇县相邻，西部以太行山和山西省昔阳县为

界。地理位置为东经113057’至114035’，北纬37010’至37028’之间。东西长

63公里，南北宽23公里，呈东西狭长状。总面积775平方公里，县辖金店、

城关、大孟村3个镇及河渠、五郭、北岭、官庄、柳林、永安、杨庄、南赛、和

庄、獐摸、侯家庄、白鹿角12个乡，共308个行政村，385个自然村。1985年

全县有47569户，214151口人，耕地面积416201亩。境内地势西高东低，



．2 内邱县水利 志

海拨高程在50米至1800米之间，起伏很大。西部山区山峦叠蟑，沟谷纵

横，峰多坡陡，有高程在1500米以上的山峰12座，其中最高点在西部山区

与邢台县交界的十字格梁山，海拨1822米，山区平均海拨高程在1000米

左右，其面积为321平方公里，古全县总面积的41．4％，土壤主要为棕壤

土；中部丘陵区多为荒山秃岭，地面起伏不平，鼓脊鼓包星散分布，冲沟发

育，海拨高程在100米至250米之间，平均海拨高程150米i其面积为189

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24．4％，土壤主要为褐土；东部属洪积冲积平

原，与广阔的华北大平原相连，地势平坦，除西部土丘，垄岗和冲刷沟外，大 J

部分为农业利用占地，其平均海拨高程在50米左右，面积265平方公里， l
占全县总面积的34．2％，土壤以壤土为主。内邱县系温带大陆性季风气 f
侯。冬季寒冷干燥，夏季炎热，春秋温和适宜。年平均气温12．80C(1963年 I
6月26日)，极端最低气温为一23．50C(1972年1月28日)。春季多东南风； J
冬季多北风，西北风。县境处于冀南少雨中心，多年平均降水量606毫米， )
其中山区最大，为675毫米，而且受地形地貌影响，獐貘一带常形成暴雨中 1
心；丘陵区582毫米；平原区540毫米。降雨多集中在7月至9月份，占全 1
年降水量的75％，造成降雨年内分配不均，而且降雨年际变化较大。旱灾

为主要灾害，多为春、秋旱，70年代至今，境内旱灾频繁。

县境内主要河流有2条，即小马河和李阳河，均发源于西部山区，由西

向东贯穿县境；又有?赢河3条发源支流和白沙河2条发源支流，分别流经

西部山区獐貘和侯家庄一带。上述河流控制流域面积734．78平方公里。均

为季节性河流，主要靠汇集大气降水及风化裂隙潜水形成径流。平时基流

较小或干涸，汛期则多河水暴涨，常致灾害。

建国前，由于内邱县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以及历史原因，多有。

大水大旱成灾，且以旱灾为重，加之统治阶级的腐败，灾害一旦发生，则民

不聊生，深受苦难。据历史资料记载，明嘉靖八年(1529年)，“春大旱，秋大

蝗，野无遗禾，饿殍枕藉于道，路人相食"；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大旱， f
“民食草根，树皮，或剥殍肉，或呻吟，气尚未绝，而操刀者剥之，流离四方不 I

可胜绝"；1920年大旱，“内邱灾民7万”。 l

建国后，党和政府领导内邱县人民除水害，兴水利，投资兴建了大批水

利工程，防洪抗旱，大大缩减了洪旱所造成的灾害损失。同时水旱灾害发生

后，党和政府极为关怀灾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除及时发放救灾物资外，内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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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县委、县政府组织广大党员和干部深入灾区，和受灾群众同舟共济，救灾

保家园，抗灾保丰收，使灾区群众安渡难关而民不外流。天灾人不灾，充分

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从1949年到1985年，国家对内邱县的水利投资，据不完全统计已达

1840余万元。内邱县人民坚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兴修水利，在国家投资的支持下，建成中型水库1座，小(一)型水库3座，

小(二)型水库16座，塘坟529座，总库客达3724成立方米，可拦洪2000

万立方米；建有万亩灌区2个，小型灌区2个，有效灌溉面积6万余亩，其

中北岭，马河两个万亩灌区至今已累计灌溉农田50余万亩。截止1985年

底，全县能用机井3007眼，水浇地面积25万余亩；开展水土保持，治理水

土流失面积15万亩，占应治理面积33．3万亩的45％；建设入畜饮水工

程，改善饮水条件，使79个村，4．3万余人，6300头牲畜的饮水困难状况得

以解除。1975年，在土角乡酸枣坪村建成全县第一座水力发电站，填补了

内邱县水力发电的空白，至今已在西部山区建成水电站12处，装机12台，

总容量85千瓦，年设计总发电量17万度。

建国后，内邱县水利建设历程，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一1956年。水利建设主要是打砖石井，扩大浇地面

积，并在山区开展水土保持，初步治理水土流失。1950年，人民政府号召打

井，全县各级领导干部深入乡村，组织和帮助群众打挖砖石浅井，发展井

灌。县农建科具体负责打井工作，贷煤炭给乡村群众，烧砖打井，当年打井

173眼。同时推广浇地水车，改进提水工具。截止1954年全县有能用水井

7545眼。1955年，农村实行合作化后，群众打井积极性高涨，大部分青壮劳

力投入打井运动，但也出现了打井求指标，不求质量的盲目打井现象。50

年代初，内邱县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统一部署，进行山区治本，在西部山区

开展水土保持，绿化荒山工作，成立了水土保持工作队，深入山区白鹿角，

侯家庄，獐貘等乡，发动群众，修梯田，打旱池，建缓水坝，修水平沟，植树造

林，1956年8月，内邱县西部山区降暴雨，山洪暴发，河水涨泛，山区水土

保持工程遭到破坏。内邱县委，县政府组织大批干部深入灾区，慰问灾民，

对灾区群众的生活进行妥善安排，并组织群众修复被毁水利设施，帮助灾

区群众恢复生产。

在此阶段，无论是平原区的水井建设，还是山区水土保持工程，均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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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水平和经济条件的限制，质量和标准较低，效益不太显著。

第二阶段：1957年--1965年。在山丘区兴建水库，继续开展水土保持

工作，在平原区发展井灌事业。根据“从流域规划入手，采取治标治本结

合"的水利建设方针，从1957年到1960年，内邱县委、县政府领导和发动‘

群众，除水害，兴水利，组织万余民工，在境内纵贯东西的李阳河租小马汀

中上游，拦河筑坝，相继建成北岭、马河、石河、马庄4座中小型水库，并兴

建了北岭，马河灌区，防洪兼顾蓄水灌溉。1960年至1966年又在丘陵区建

成8座小(二)型水库，并在山区修建塘坝600余座，这些工程在拦洪蓄水

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在此期间，内邱县山丘区群众，大搞以植树造林、修

梯田为中心的水土保持运动，造林8万亩，整修梯田4万亩。同时，在平原

区普及打浅机井，仅1958就打浅机井80眼，由于该阶段前6年正值“大跃

进”时期，有的山区水库边设计边施工，工程质量差，标准低；山区水土保持

工作也存有重建轻管，有些工程建后不久即失去效益；水井建设也存在求

数量，不求质量和轻管理的问题，部分机井因成井质量低成为废井。

1963年8月，境内发生罕见的特大洪水，暴雨如注，河水泛滥，造成包

括马河水库在内的近20座中小型水库垮坝，渠道被冲，水井被淤被毁达

1932眼，梯田等水土保持工程大部分被冲毁，使国家财产遭受巨大损失。

洪水过后，从1964年到1965年，内邱县水利建设以恢复水毁工程为

主，对马河等水库水毁工程进行恢复和加固。同时，针对山区水土保持工程

水毁严重的情况，水土保持工作实行全面规划，综合治理，沟坡兼顾，治理

与预防并重的治理方针，在山区掀起了水土保持运动的高潮。

第三阶段：1966年一1976年。以建设发展机井为主，恢复和完善水利

工程设施，对水利工程进行配套和加强管理。这一阶段，因受天气干旱影

响，水库、塘坝蓄水不足，难以保证灌溉用水。因而在全县大力开发地下水

资源，土洋结合，普及钻机打井，发展井灌事业，同时加强了对机井的配套

和管理。1972年大旱，冯村公社胡里、十方村一带干旱严重，而地下水埋藏

又深，在地质部门的大力帮助下，钻打深机井成功，缓解了干旱缺水状况，

成井4眼，井深均在300米左右。’到1972年底，全县已拥有机井1378眼，

其中深机井12眼。此后，为抗旱夺丰收，全县机井建设发展较快，以发展浅

井为主，深浅井结合，到1976年全县共有机井2310眼，其中深机井25眼。

1975年至1976年，还对全县水库工程进了提高设计标准的除隐加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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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使抗御洪旱灾害的能力大大增强。

该阶段，正值“文革"期间，内邱县水利机构被“砍矽，水土保持工作受
到严重影响，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群众陡坡开荒，毁林种田，毁大于

治，水保工程损失较大，水土流失较为严重。

第四阶段：1976—1985年。全县水利建设出现新局面，以加强现有水

利工程的配套和管理为重点，恢复和加强了水土保持工作，开展人畜饮水

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内邱县水利建设排除“左”的思想干扰，

贯彻“加强经营管理，讲求经济效益”的方针，按上级统一部署，于1979年

恢复了水土保持工作，重点在山区建设水保工程，注重发挥水保工程的长

远效益。70年代中期以后，境内发生连续干旱，河道断流，库、塘蓄水有限，

水资源El趋紧张，部分乡村人畜饮水发生困难。党和政府对这一问题十分

重视，于1978年开始开展以改善饮水困难地区饮水条件为目的的人畜饮

水工作。修建饮水工程。同时，为充分利用地上水资源，县水利局组织力量

于1979年和1980年对马河，北岭两个灌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防渗配套工

程，水库工程运用是在充分保障渡汛安全的情况下i以蓄为主，加强了对用

水的管理，而且注重发展农田小型水利工程，尽可能多地利用地表水资源。

但是，这些措施仍不能完全缓解干旱缺水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为抗旱保耕

保种保丰收和解决人畜饮水困难，大量开采地下水，由此造成地下水位连

年持续下降，旧有机井报废率较高，就依赖于打新机井来弥补，使地下水严

重超采。针对水源日趋匮乏的新情况，在机井建没上采以了加强旧有机井

和新打机井的配套和管理工作，大搞垄沟防渗，平整土地，充分发挥机井的

灌溉效益，同时将每年新打机井的数量控制在略高于报废机井的数量水平

上，并严格控制深机井的发展。1980年后，在党的“十二大”精神指引下，进

一步加强工程管理，从1981年开始，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全县水利工程

y--查三定”，建立健全了工程管理机构，完善了管理制度，推行机井承包责

任制，推广喷灌等节水型灌溉方法，节约用水，科学用水。水土保持工作亦

步入新的阶段。各级领导加强了对水利工作的领导，实行多种形式的治理

承包责任制，力戒单一治理，进行综合开发，开展小流域治理，治一片成一

片，同时讲求经济效益，在治理区开辟果园，经济村等，发展多种经营。该阶

段受严重干旱影响。部分村队人畜饮水已十分困难，因此，人畜饮水工作立

足于详查水源，科学施工，加强对饮水工程建设的具体规划和领导，因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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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坚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讲求质量和效益，并于1984年开始就饮水工

程的配套和管理，推行承包责任制，强化供水管理琉分发挥饮水工程效
益。

建国37年来，内邱县的水利建设成就和经验教训表明，水利工程建设

应统筹安排，长远规划，长期效益和短期效益相结合‘，除水害和兴水利相结

合，因害设防，上下游兼顾，有计划地兴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充分蓄用地

上水，工程建设要高标准，高质量。内邱县为半山区县，因此，山区水土保持

工程是治上统下的关键，是山区农业生产的生命线，是改变山河面貌的必

要条件，如遇洪水，则可从上至下步步拦蓄洪水，有效遏制洪水来势，既可

减少山丘区水土流失，又减小了洪水对下游可能造成的灾害。在县境东部

平原区，农田灌溉势必以井灌为主，但应力求机井布局合理，深浅结合，加

强渠道和垄沟防渗。且应尽快推广普及节水型灌溉方法，以求在水量有限

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满足农田灌溉的要求，抗旱保丰收。

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内邱县的水

利建设还需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为振兴内邱经济奠定坚石基础。内邱县人

民和水利工作者将再接再励，发奋图强，艰苦创业，开创水利建设的新局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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