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蘼

群

黼黼
阂 黧

蘸

『l一+．“j寰蒜茬

冀



，河北省水利史志丛书

涿州市水利志

涿州市水利志编篡委员会

河’北人民出版社



《涿州市水利志》编纂委员会

特聘顾问：郑连第 水利部办公厅副主任

张延晋河北省水利厅水利志编办室主任 一

姚慕熙 河北省保定行署水利局水利志编办室主任

顾 问：朱西干 ，，

主 任：汪永忠． j．。

副主任：陈豹南

委 员：张骥、惠士仁、赵庭葵

《涿州市水利志》

主 编：赵庭葵

资料汇集：郭连云、张永水、刘玉生 ．_

制 图：郭连云

摄，‘影：耿仓富

采 访：张守信、于景春、刘 庆、张彦波(交替)
’

审 ·修：朱西千、陈豹南、郭连云 ， ，

审 稿：郑连第、张延晋、姚慕熙
’

。

定 稿：冯士清(副市长)、汪永忠、史简 ：．

校 对：赵庭葵、刘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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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涿

州市水利志》是涿州市水利史上第一部专业志，是承上启下，服务当代，

有益后世的历史记述。．必将起到资政、教育、传史的重要作用。
一 涿州古为燕之涿邑，其后的县、郡、州皆以涿名。涿之于水是有历史

渊源的。涿州对水利开发利用较早，魏晋时已有记载。北魏郦道元在

《水经注》中记述其范阳祖居郦亭：“枝流津通，缠络墟圃”；元郝经在写

其故居的诗中说：“涿州之水清如玉⋯⋯下种稻粳高种粟”；明清以后州

人引胡良、拒马河水种稻的记载尤多。新中国建立后，涿州人民在共产

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防洪除涝，抗旱治碱，充分利用地上水资源，同时

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兴利除害，发展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水平蒸蒸

日上，其丰功伟绩是历代均不可比拟的。

水利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因而确立了基础产业的地位。水利事

业不仅为农业进而为国民经济乃至为全社会服务。要求水利志通古达

今，继承前人经验，记载失误教训。编撰者如实记述功过得失，资料翔

实，编排合理，文笔流畅，展示了水利建设事业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时代

风貌和地域特色，读后使人感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人民是历史的主宰。可喜可贺矿 。

‘ -

。 涿州市水利志编委会，嘱予为序，我从事水利工作几十年深感责无

旁贷，故欣然命笔。祝愿本志成为志苑中继往开来的传世佳作。谨序。
’√

，

温书堂
， ．：

一， 一九九一年一月九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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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书堂系原河北省水利厅副厅长)
●



序

编修地方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都很重视并热心提倡。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中，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已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涿州古为燕地，系历史名城，京南要镇。地理依山傍水，河道纵横，

水泉蕃衍。近水居民很早就对水源开发利用，因有“督亢沃土”之称，对

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起到积极作用。新中国建立后，涿州人民在党和人

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兴水利、除水害方面取得了更大成就。自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水利事业发展尤速，如永定河险工段的导流排；永定河、

白沟河险工段的包胶；小清河、拒马河的丁坝工程；拒马河橡胶坝和幸

福渠的改造工程；全市范围的打井配套及渠道防渗工程；全市排水渠

道、泄水闸涵及古城小埝工程等，使我市的防洪排涝、农田灌溉、工业和

群众生活用水等，向前迈出了新的一步。为支持我市的经济建设、改善

群众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把古往今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的水利建

设事业，实事求是的记载下来，不仅可供今人借鉴，也给后人留下一笔

历史的精神财富。 ．

涿州市水利志编委会在省、地水利志编委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

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针，根据统合古今、详今略古和务

朴求实的原则，广泛搜集资料，反复核实，认真编纂，多次修改，四年成

稿。报请上级审阅，同意付梓。当涿州市水利史上第一部专志——《涿

州市水利志》付印‘前，予欣然命笔以为序。并向市水利志编委会及全‘市

人民表示祝贺。
1

张祖龙 ．‘

‘

一九九二年七月一日

(张祖龙系中共河北涿州市委员会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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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甚至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已被客观事实

所证明。远溯战国时期，涿地就有引督亢水灌溉督亢陂的记载，其地因

有“督亢膏腴"之称。魏、晋时期复有修筑古督亢旧陂之举，收灌溉之利。

自元以后涿州开始引河水种植稻粳，明、清又有发展，且有筑堤防洪的

记述。由于时代不同，涿州过境各水仍是害大于利的，每至洪水涨发，人

民群众不免遭受洪涝之苦。 。

新中国建立后，从保卫京津、发展生产出发，把除水患、兴水利作为

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来抓，列入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并建立痔门机

构，具体组织筑堤固险、兴修泄涝闸涵，开渠打井，建立扬水机站，投入

了大量人、财、物力，不仅减少了洪涝灾害，且把绝大部分旱田变为水

田，粮食产量多倍增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生活有了很大提高。对保卫

京津安全，也做出积极贡献。水利事业取得的成就和收到的效益是以往

任何时代都不能比拟的。

涿州市水利志编委，在省、地、市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和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统合古今、详今略古、

古为今用’’的原则，把建国前后水利事业的发展情况及其经验教训，实

事求是的记录下来，对资政、存史、教化都有重大意义。当兹志稿即将付’

梓之日，全市人民无不拭目以待，余以满怀关注之情，谨书数语，用作该

书萍专o
‘

’

。

_

，
、

杨少山
一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杨少山系中共涿州市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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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志为涿州市首次编纂的水利专志。所记地域为1986年底涿

州市所辖范围，时间上限年代不限，下限至1986年。志文记述的重点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

二、本市建置在历史上变化较多，为眉目清晰，志文中地名称谓：

1986年称涿州市；191 1——1985年称涿县；1911年以前，统称古涿州。

三、本志正文共分十二章，四十五节，必要时节下设目。大事记放在

卷首。随文配以必要的图、表、照片和附录等，以证实志文，并展示事物

的古今变化和历史渊源。

四、本志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机构、官职等，都按当时的称谓记

述。现代机构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注明简称，以后则用简称。中华人

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

五、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以前，均以其朝代、国号纪年，后注公

元年号。其后，则以公元纪年。

六、数字用法，按国家七委局的试行规定书写。但不采用三位分节

写法。凡五位以上数字，均以“万’’为单位，九位数以上的，以“亿”为单

位。除需用确切数字者，小数点以下取两位，四舍五入。

七、本志的地面高程，采用黄海高程，注以说明。计量单位除引用原

文和1948年以前外j一律采用公制，按国家计量局的规定书写，有的则

依现行规定书写。
’

。’

八、本志收录的古碑文、古诗词、古代史料等，凡原来没有断句的，-

尽量以标点断句；认为原印件有错字漏字时，在原处加括号试作改正和

填补，以供参考。有的古碑文、史料因风剥虫蚀，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

-则按原来的字数，标以“口”作为记号。在摘录史料时，不加连接词、字就

不能衔接时，则在括号内加7连接词、字，用以衔接。引用古碑文、史料、古

地名、古人名除不用繁体字不能表达原意时，一律用国务院批准的简化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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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意的资料来源，大部来自省、地、市和有关部门的档案资料。

有一些是来自群众口碑，择其可信者录。来自史、志或其他文献、报刊

的，均在文中作了注明。所用数据主要来自本市统计局、水利局和有关

部门的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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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一⋯⋯⋯⋯⋯⋯⋯⋯⋯⋯⋯(1)

大事记⋯⋯⋯⋯⋯⋯⋯⋯⋯⋯⋯⋯⋯⋯⋯⋯’⋯⋯j⋯⋯⋯⋯⋯⋯⋯。(7)

第一章河流⋯⋯⋯⋯⋯jj⋯．：⋯⋯⋯⋯⋯⋯⋯⋯⋯⋯⋯⋯⋯⋯．．(35)
第一节 永定河⋯⋯．．j⋯⋯⋯．：⋯⋯⋯⋯一j⋯⋯⋯⋯⋯⋯⋯⋯：⋯⋯(35)

第二节 白沟河⋯⋯⋯⋯⋯_⋯⋯⋯⋯⋯⋯⋯⋯⋯⋯⋯⋯．．j⋯⋯⋯⋯⋯⋯。(36)

第三节 北拒马河⋯⋯⋯⋯⋯⋯⋯⋯⋯⋯⋯⋯⋯⋯⋯⋯⋯⋯⋯⋯⋯⋯⋯⋯．(37)

第四节 琉璃河⋯⋯⋯⋯⋯⋯⋯⋯⋯⋯⋯⋯⋯⋯⋯⋯⋯⋯⋯j⋯“(39)

第五节 胡良河⋯⋯⋯⋯⋯⋯⋯⋯⋯⋯⋯⋯⋯⋯⋯⋯⋯⋯⋯⋯⋯⋯⋯⋯⋯⋯(39)

第六节 小清河⋯⋯⋯⋯．．．⋯⋯⋯⋯⋯⋯⋯⋯⋯⋯⋯⋯⋯⋯⋯⋯⋯⋯⋯⋯．．(40)

第二章水资源⋯⋯⋯⋯⋯⋯⋯⋯⋯⋯⋯⋯⋯⋯⋯⋯⋯⋯⋯⋯⋯(51)
第一节 地表水⋯⋯⋯⋯⋯⋯⋯⋯⋯⋯⋯⋯⋯⋯⋯⋯⋯⋯⋯⋯．(51)

第二节 地下水⋯⋯⋯⋯⋯⋯⋯⋯⋯⋯⋯⋯⋯⋯⋯⋯⋯⋯⋯．．(54)

第三节 水 质⋯⋯⋯⋯⋯⋯⋯⋯⋯⋯⋯⋯⋯⋯⋯⋯⋯⋯⋯⋯⋯⋯⋯⋯⋯⋯(58) ．

第四节 水资源利用⋯⋯⋯⋯⋯⋯⋯⋯⋯⋯⋯⋯⋯⋯⋯⋯⋯⋯⋯⋯⋯⋯⋯．．(59)

第三章水旱灾害⋯⋯⋯⋯⋯⋯⋯⋯⋯⋯⋯⋯⋯⋯⋯⋯⋯⋯⋯⋯⋯．(61)．
第一节’水 灾⋯⋯⋯⋯⋯⋯⋯⋯⋯一⋯⋯⋯⋯．．．．⋯⋯⋯⋯⋯-⋯⋯⋯⋯．(61)

第二节 旱 灾⋯⋯⋯⋯⋯⋯⋯⋯⋯⋯⋯⋯⋯⋯⋯⋯⋯⋯⋯⋯⋯⋯⋯。⋯(71)

第四章 防洪工程⋯⋯⋯⋯⋯-．r⋯⋯⋯⋯⋯⋯⋯_⋯⋯⋯⋯⋯．j⋯⋯(75)
，第一节 永定河工程⋯⋯⋯⋯⋯⋯⋯⋯⋯⋯⋯⋯⋯⋯⋯⋯⋯⋯⋯⋯⋯：：．．⋯⋯一(75)

第二节 白沟河工程_。⋯．．j⋯⋯⋯⋯⋯⋯⋯⋯⋯：⋯⋯⋯⋯⋯⋯⋯⋯⋯⋯．(83)

第三节 北拒马河工程⋯⋯⋯⋯⋯⋯⋯⋯⋯⋯⋯⋯⋯⋯⋯．．．⋯．．．⋯⋯⋯一(85)

第四节 小清河工程⋯⋯¨⋯⋯⋯⋯⋯⋯⋯¨⋯⋯⋯．．．·：⋯⋯⋯”(90)

第五章防汛抗洪⋯⋯⋯⋯⋯⋯⋯⋯⋯⋯．⋯⋯⋯⋯⋯⋯⋯⋯⋯⋯(94)
第一节 机构设置⋯⋯j⋯⋯-⋯⋯¨⋯⋯⋯⋯⋯⋯⋯⋯⋯⋯⋯⋯”(94)

一、清代⋯⋯⋯⋯⋯⋯⋯⋯⋯⋯o⋯⋯⋯⋯⋯⋯⋯⋯⋯⋯⋯⋯⋯⋯⋯⋯⋯⋯⋯(94)
，

=、民国时期⋯⋯⋯⋯⋯⋯⋯⋯⋯⋯⋯⋯⋯⋯⋯⋯⋯⋯⋯⋯⋯⋯⋯⋯·：⋯?⋯⋯⋯(95)
／

1



三、新中国建立后⋯⋯⋯⋯⋯⋯⋯⋯⋯⋯¨⋯⋯⋯⋯⋯⋯⋯⋯⋯⋯⋯⋯⋯⋯⋯⋯(95)

第二节 组织和准备工作⋯⋯⋯⋯⋯⋯⋯⋯⋯⋯⋯⋯⋯⋯⋯⋯⋯⋯⋯．(99)
一、防汛队伍组织⋯⋯⋯⋯⋯⋯⋯⋯⋯⋯⋯⋯⋯⋯⋯⋯⋯⋯⋯⋯⋯⋯⋯⋯⋯⋯⋯⋯(99)

二、防汛物料的准备⋯⋯⋯⋯⋯。⋯⋯⋯⋯⋯⋯⋯⋯⋯⋯⋯⋯⋯⋯⋯⋯⋯⋯⋯⋯(100)

三、雨水情报的传递⋯⋯⋯⋯⋯⋯⋯⋯⋯⋯⋯⋯⋯⋯⋯⋯⋯⋯⋯⋯⋯⋯⋯⋯⋯⋯(100)

第三节 抗洪斗争⋯⋯⋯⋯⋯⋯⋯⋯⋯⋯⋯⋯⋯⋯⋯⋯⋯⋯⋯⋯⋯⋯⋯⋯⋯(101)
一、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抗洪纪要⋯⋯⋯⋯⋯⋯⋯⋯⋯⋯⋯⋯⋯⋯⋯⋯⋯⋯⋯(101)

二、民国六年(1917)抗洪纪要⋯⋯⋯⋯⋯⋯⋯⋯⋯⋯⋯⋯⋯⋯⋯⋯⋯⋯⋯⋯⋯⋯(102)

三、民国十八年(1929)抗洪纪要⋯⋯⋯⋯⋯⋯⋯⋯⋯⋯⋯⋯⋯⋯⋯⋯⋯⋯⋯⋯⋯(103)

四、民国二十三年(1934)抗洪纪要⋯⋯⋯⋯⋯⋯⋯⋯⋯⋯⋯⋯⋯⋯⋯⋯⋯⋯⋯⋯(103)

五、1956年抗洪纪要⋯⋯⋯⋯⋯⋯⋯⋯⋯⋯⋯⋯⋯⋯⋯⋯⋯⋯⋯⋯⋯⋯⋯⋯⋯⋯(105)

六、1963年抗洪纪要⋯⋯⋯⋯⋯⋯⋯⋯⋯⋯⋯⋯⋯⋯⋯⋯⋯⋯⋯⋯⋯⋯⋯⋯⋯⋯(106)

第六章除涝治碱⋯⋯⋯⋯⋯⋯⋯⋯⋯⋯⋯⋯⋯⋯⋯⋯⋯⋯⋯⋯(115)
第一节 排 涝⋯⋯⋯⋯⋯⋯⋯⋯⋯⋯⋯⋯⋯⋯⋯⋯⋯⋯⋯⋯⋯⋯．．．⋯(1 15)

第二节 闸 涵⋯⋯⋯⋯⋯⋯⋯⋯⋯⋯⋯⋯⋯⋯⋯⋯⋯⋯¨⋯⋯⋯⋯⋯⋯⋯(117)

一、东岱屯泄水闸⋯⋯⋯⋯⋯⋯⋯⋯⋯⋯⋯⋯⋯⋯⋯⋯⋯⋯⋯⋯⋯⋯⋯⋯⋯⋯(117)

二、东茨村泄水闸⋯⋯⋯⋯⋯⋯⋯⋯⋯⋯⋯⋯⋯⋯⋯⋯⋯⋯⋯⋯⋯⋯⋯⋯⋯⋯(118)

三、刁窝扬水蜡⋯⋯⋯⋯⋯⋯⋯⋯⋯⋯⋯⋯⋯⋯⋯⋯⋯⋯⋯⋯⋯⋯⋯⋯⋯⋯⋯(118)

四、二龙坑泄水闸⋯⋯⋯⋯⋯⋯⋯⋯⋯⋯⋯⋯⋯⋯⋯⋯⋯⋯⋯⋯⋯⋯⋯⋯⋯⋯(118)

五、塔西郭泄水闸⋯⋯⋯⋯⋯⋯⋯⋯⋯⋯⋯⋯⋯⋯⋯⋯⋯⋯⋯⋯⋯⋯⋯⋯⋯⋯(118)

六、刘园子泄水闸⋯⋯⋯⋯⋯⋯⋯⋯⋯⋯⋯⋯⋯⋯⋯⋯⋯⋯⋯⋯⋯⋯⋯⋯⋯⋯(119)

七、双柳树涵洞⋯⋯⋯⋯⋯⋯⋯⋯⋯⋯⋯⋯⋯⋯⋯⋯⋯⋯⋯⋯⋯⋯⋯⋯⋯⋯⋯(119)

八、小寺村节制闸⋯⋯⋯。⋯⋯⋯⋯⋯⋯⋯⋯⋯⋯⋯⋯⋯⋯⋯⋯⋯⋯⋯⋯⋯⋯⋯(119)

’第三节 排水渠系⋯⋯⋯⋯⋯⋯⋯⋯⋯⋯⋯⋯⋯⋯⋯⋯⋯⋯⋯⋯．．．⋯⋯⋯⋯(119)
一、苍上河排干⋯⋯⋯⋯⋯⋯⋯⋯⋯⋯⋯⋯⋯⋯⋯⋯⋯⋯⋯⋯⋯⋯⋯⋯⋯⋯⋯⋯(120)

二、紫泉河排千⋯⋯⋯⋯⋯⋯⋯⋯⋯⋯⋯⋯⋯⋯⋯⋯⋯⋯⋯⋯⋯⋯⋯⋯⋯⋯⋯⋯(120)

三、刁窝排干⋯⋯⋯⋯⋯⋯⋯⋯⋯⋯⋯⋯⋯⋯⋯⋯⋯⋯⋯⋯⋯⋯⋯⋯⋯⋯⋯⋯⋯(120)

四、里渠、义合庄排水渠系⋯⋯⋯⋯⋯⋯⋯⋯⋯⋯⋯⋯⋯⋯⋯⋯⋯⋯⋯⋯⋯⋯⋯⋯(121)

五、码头、向阳地区排水渠系⋯⋯⋯⋯⋯⋯⋯⋯⋯⋯⋯⋯⋯⋯⋯⋯⋯⋯⋯⋯⋯⋯⋯(121)

六、房树套排水渠系⋯⋯⋯⋯⋯⋯⋯⋯⋯⋯⋯⋯⋯⋯⋯⋯⋯⋯⋯⋯⋯⋯⋯⋯⋯⋯(122)

第四节 改洼治碱⋯⋯⋯⋯⋯⋯⋯⋯⋯⋯⋯⋯⋯．j⋯⋯⋯⋯⋯⋯⋯⋯⋯⋯⋯(125)

第七章灌溉工程⋯⋯⋯⋯⋯⋯⋯⋯⋯⋯⋯⋯⋯⋯⋯⋯⋯⋯⋯⋯⋯⋯_⋯(128)
‘第一节 自流灌区⋯⋯⋯⋯⋯⋯⋯⋯⋯⋯⋯⋯⋯⋯⋯⋯⋯⋯⋯⋯⋯⋯⋯⋯．．(128)

一、房涞涿灌区⋯⋯⋯⋯⋯⋯⋯⋯⋯⋯⋯⋯⋯⋯⋯⋯⋯⋯⋯⋯⋯⋯⋯⋯⋯⋯⋯⋯(128)

二、幸福渠⋯⋯⋯⋯⋯⋯⋯⋯⋯⋯⋯⋯⋯⋯⋯⋯⋯⋯⋯⋯⋯⋯⋯⋯⋯⋯⋯⋯⋯⋯(130)

2
、



三、金门渠灌区⋯⋯⋯⋯⋯⋯⋯⋯⋯⋯⋯⋯⋯⋯⋯⋯⋯⋯⋯⋯⋯j⋯⋯⋯⋯⋯⋯。(131)

四、益民渠和胜利渠⋯⋯⋯．．⋯r⋯⋯⋯⋯⋯⋯⋯⋯⋯⋯⋯⋯⋯⋯⋯．‘⋯⋯⋯⋯⋯(132)．

五、洛里沟⋯_⋯⋯⋯⋯⋯⋯⋯⋯⋯⋯⋯⋯⋯⋯⋯⋯⋯⋯⋯⋯⋯⋯⋯⋯⋯⋯⋯⋯(132)

第二节 扬水机站⋯⋯⋯⋯⋯⋯⋯⋯““⋯⋯⋯⋯⋯⋯⋯⋯⋯．．：⋯⋯⋯⋯。(i 32)

一、青岗扬水站⋯⋯⋯⋯⋯⋯⋯⋯⋯⋯⋯⋯⋯⋯⋯⋯⋯⋯⋯⋯⋯⋯⋯⋯⋯⋯⋯⋯(133)

二、张村扬水站⋯⋯⋯⋯⋯⋯⋯⋯⋯⋯⋯⋯⋯⋯⋯⋯⋯⋯一⋯⋯⋯⋯⋯⋯⋯⋯⋯(133)

三、刁窝扬水站⋯⋯⋯⋯⋯⋯⋯⋯⋯⋯⋯⋯⋯⋯⋯⋯⋯⋯⋯⋯⋯⋯⋯⋯⋯⋯⋯⋯(134)

四、百尺竿扬水站⋯⋯⋯⋯⋯⋯⋯⋯⋯⋯⋯⋯⋯⋯⋯⋯⋯⋯⋯⋯⋯．．：⋯⋯⋯⋯⋯(134)

五、刘庄扬水站⋯⋯⋯⋯⋯⋯⋯⋯⋯⋯⋯⋯·j⋯⋯⋯⋯⋯⋯⋯山⋯⋯⋯⋯⋯⋯⋯．(135)

六、鹿头扬水站⋯⋯⋯⋯⋯⋯⋯⋯⋯⋯⋯⋯⋯⋯⋯一⋯⋯⋯⋯⋯”：⋯⋯⋯⋯⋯⋯(135)

第三节 井 灌⋯⋯⋯⋯⋯⋯⋯⋯⋯⋯⋯⋯⋯⋯⋯⋯⋯⋯⋯⋯⋯⋯⋯⋯⋯。’(135)

第四节 节 水⋯⋯⋯⋯⋯⋯⋯⋯⋯⋯⋯⋯⋯⋯⋯⋯⋯⋯⋯⋯。：⋯。⋯⋯⋯(140) ·

第五节 开发水源的历史过程及灌溉效益⋯⋯⋯⋯⋯：⋯⋯⋯：。(142)
第六节 抗 旱⋯⋯⋯：⋯⋯⋯⋯⋯．⋯⋯⋯⋯⋯⋯⋯⋯⋯⋯⋯⋯(148)

附：涿州水稻发展过程综述⋯⋯⋯⋯⋯⋯⋯⋯⋯⋯⋯⋯⋯⋯⋯⋯⋯(151)

第八章基础工作⋯⋯⋯⋯⋯⋯⋯⋯⋯⋯⋯⋯⋯⋯⋯⋯⋯⋯⋯⋯⋯(158)

第一节．水利区划⋯⋯⋯⋯⋯⋯。⋯⋯⋯⋯⋯．．⋯⋯⋯⋯⋯⋯⋯⋯⋯⋯⋯⋯(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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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州为历史名城，畿南要地。衢通南北，屏障京都。为行旅必经之

途，兵家必争之地。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

’ 、。

据《河北政区沿革志》载：涿州在战国时(公元前475年～前221

年)，为燕国之涿邑地。秦代置涿县。西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置

．涿郡。三国、魏改为范阳郡。西晋为范阳国。北朝、元魏复为郡j隋开

皇初属幽州，大业中又以幽州为涿郡。唐武德至大历中，先后为涿县、范

阳县、涿州。五代时，于后晋高祖天福元年(公元936年)范阳县随涿州

(即所谓燕云十六州之一)献与契丹，属辽之南京道析津府。宋宣和四年

(公元ll 22年)收复范阳县，属燕山路涿州；七年(公元1125年)范阳县

属金之中都路涿州。元太宗天会八年(公元1236年)涿州升为涿州路；

中统四年(公元1263年)降为涿州。明洪武初年范阳县省入涿州，属北

平府；永乐元年(公元1 403年)改隶顺天府。清代因之。民国二年(公元
191 3年)二月，涿州改为涿县，隶顺天府；十七年(公元1928年)直隶河

北省。 ．

· 抗日战争爆发后，涿县城沦为日伪统治区。其西部地区与接壤地区

．联合组成的房涞涿县、涞涿县，东部地区组成的涿新固容联合县和新涿

县以及涿良宛县，从属时有变更。至1948年11月基本恢复原建制，自

1949年8月1日涿县划归河北省保定地区，1958年与新城、雄县及涞

水一部分合并为涿县，县治迁高碑店。1962年恢复原建制。1986年改

为涿州市。
’

．

。

涿州市位于河北省中部保定地区北部，地理座标为北纬39度21

分至39度36分，东经115度46分至116度15分之间。全市：总面积为

742平方公里。市界北与北京市属房山县为邻，西与涞水县交界，南与

新城和固安县接壤，东与北京市属大兴县毗连。城区嵌镶在市境的中

。．心，设3个办事处(市的派出机构)。全市设1个镇政府，20个乡政府和



407个居民村。外有20个中央、省、地直单位，分驻于市区境内。全市总

户数11．1 7万户，总人口47．80万名。其中非农业人口7．2l万名，占总

人口数的15％；农业人口40．60万名，占总人口数的85％。

涿州市地处河北省太行山山前平原，地势基本平坦。土地是由拒马

河洪积冲积扇所构成，全市地面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坡降约在1／660左

右。海拔高程22至65米。据1 982年土地普查结果，全市总土地面积
108．85万亩，其中山麓平原面积97．oo万亩，占89％，冲积平原面积
I 1．80万亩，占i 0．8％。

市境属中国东部季风暖温带半湿润地区。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炎热

多雨，冬季干燥寒冷。全年多东北风和西南风，平均风速2．5米／每秒，

夏季有时出现短时间的七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年平均气温摄氏1 1．6

度。一月平均气温一5．4℃，极端最低气温一24．7℃(1958年1月1 5

日)；七月平均气温为26．1℃，极端最高气温41．9℃(1 961年6月1 0

日)。无霜期1 80天。
’

市境有记录以来年平均降水量607毫米。最大年降水量11 45．1毫

米(1 956)。最小年降水量247．9毫米(1 965年)。最大日降水量1 22毫

米(1 979年8月15日)。6至9月份为集中降雨季节，降水量约占全年

总降水量的83％；春冬两季降水仅占全年总降水量的9％。降水年变率

26％。

据1986年末市统计局统计，市内实有耕地73．04万亩，其中水田

4：1 7万亩，水浇地48．83万亩，旱地20．04万亩。这些耕地土壤、土质

较好，适耕性强，适应性广，有利农业种植。主产小麦、玉米、甘薯、水稻、

豆类、谷黍、高粱等粮食作物和花生、棉花、瓜菜等经济作物以及枣、梨、

桃、杏、苹果、山楂等干鲜果品。。有些地区兼产莲藕、荸荠、菱角、蒲苇等

水生植物。

由于地近山区，古有涿、范、挟活诸水；刘李、胡梁、牛亡牛、拒马、大

清、永定诸河、南涉、北涉、督亢诸沟，流经境内，可谓河流纵横，沟洫交

错，润土利民，远在战国时期，涿州东南地区，就有“督亢沃土”之称。汉

刘向《别录》称：“督亢燕膏腴地也，即燕丹使荆轲赍地图以献秦者．，因其

地沃美，故秦始皇使人以求之”。《魏书》：“刺史卢文伟修为陂，以资灌



溉，民享其利。”《天府广记·水利》：“北齐平州刺史稽晔建议开幽州督

亢旧陂⋯⋯岁收谷黍十万石”。由此看来，历代都把农田水利作为兴邦

治国之道，以利征索田赋，兼利民生。涿州人民从那时起，就在这块土地

上，择土而耕，引水以灌，以生以食，逐代繁衍。据《明史》、《清史稿》等史

料得知，州西北冯、邵、夹河一带村庄，就利用当地泉水和胡梁河水开渠

种稻，并挖塘蓄水种植菱藕。所谓“稻地八村"，泉甘土沃，稻秀荷香，素

有“小江南”之称。“邵村花田”为清至民国期间的“涿州八景”之一。拒

．马河上游两岸的茂林庄、蓝家营、毛家屯、鲁坡、西疃、城坊、马踏营、横

岐诸村的居民，相继开沟挖渠，引水灌溉。不仅农业得以发展，更于河渠

两岸插杨植柳、种枣栽梨，一度变为林业、花果之乡。由于林茂草丰，给

畜牧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该区的山楂、大枣、肥猪，在京、津、保

等地，均负盛名，成为涿州的富庶之乡。房树、刁窝、榈柳、胡良、张村、涿

同等村的沿河套地，都不同程度地收到地下溢水之利，因有“涿县粮仓”

之称。此外，沿拒马、琉璃、大清河岸诸村，兼收渔业之利；城乡商旅尤得

河路运输之便。．

但是，历史上拒马、：!}亡牛、大清、永定诸河给沿岸居民带来的洪涝灾

难也是严重的。据《海河流域历代自然灾害史料》及《涿州志》、《涿县

志》等史料记载，仅清代由康熙五十四年(171 5)至宣统二年(19l 0)的

195年中，遭水灾113次(以河道计算的)；民国期间由六年(191 7)至二

十八年(1939)的22年中，遭水灾1 3次。沿岸村庄房倒屋塌，人民流离

失所，有的不幸丧生，至于财物损失更难以数计。至今孙庄、城坊、蓝营、

码头、里渠、潘各庄、高官庄、义和庄、边各庄、柳河营等乡沿河村庄的农：

田，白沙滚滚，旧迹犹存。在清代至民国期间，永定河虽由有司专管，用

金颇巨，但因堤防工程不固，抗洪能力不强。拒马、琉璃j小，清诸河既无

专门管理机构，又无河防经费：修堤打坝只靠民力解决，其结果仍难免

洪水泛滥之苦。正如大清河沿岸居民的民谣所说：“挨着河，祸害多；春

诎工，夏出料，洪水到来蛤蟆笑。’： ，
．1’

。 除洪害以外，旱涝灾害的频繁发生对涿州人民也是很大威胁。从清

光绪六年(1879年)至、1986年，共1 07年的旱涝资料记载看，总的情况

是旱多于涝。其中大涝年，(年降水960毫米一1145．1毫米)共7年；偏
3



涝年(年降水量610毫米一925毫米)共13年；大旱年(年降水量200

毫米一367．9毫米)共8年；偏旱年(年降水量370毫米一480毫米)共

35年。以上总计涝年20年，占总年数的19％；旱年共43年占40％(由

于没有旱、涝年份的具体记载，上述旱、涝年份是根据近百年来的年降

雨量划分的)。
。

·： 形成旱涝灾害的原因，一是河岸没有巩固的堤防，河水四溢；田间

没有排水工程，或是工程没有规划，田间沥水难排。二是水田和水浇地

面积只处于西北一隅，其它绝大部分地区田间没有水井，只是靠天吃

饭，生产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总处于糠菜半年粮的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

府，对水利工作十分重视，把它作为重点工作予以安排和实施。确定领

导分管，建立机构，配备干部，以防洪、排涝、抗旱为中心，大搞水利建

设，30多年来，取得很大成绩。

在河防工程方面，从1950年至1986年，对全市总长l 46．60公里

(包括北拒马南支约30公里)6条河道上的堤、坝，按照规定进行了整

修加固、培厚增高；将胡良河和拒马河刁窝段调直理顺，扩展清淤；并先

后利用打桩厢埽、抛砖护岸、以柳治河、修建土丁坝、干砌石丁坝、潜水

坝、石护坡、导流排等项工程，治理了永定河、拒马河、白沟河、小清河岸

的19处险工，总长达1．69万米。

在排涝工程方面，于1961年至1985年先后在白沟河、拒马河、小

清河两岸的东岱屯、刁窝(排灌两用)、塔西郭等地共修筑8座泄水闸、

’涵，可排泄柳河营、刁窝、里渠、义和庄等7个乡的约30．61万亩的涝

水；并在白沟河以西、紫泉河以东地区、刁窝地区、义和庄和里渠地区、

码头和向阳地区、松林店和南马地区共挖排水渠15条，，心t／,长119．84公

里≯总流域面积329平方公里。对排除沥水曾起到应有作用。

在水利开发方面，从1949年至1957年先后改造和修筑了渠道七

条，计有义让沟、三岔沟、石槽沟、胜利渠、益民渠、幸福渠、金门渠，总长

73．98公里(干渠)，原来可灌溉孙庄、城坊、蓝营、百尺竿t刁窝、潘各

庄、柳河营、豆庄、高官庄、义和庄、里渠等乡的土地29．1万亩。从1954。
． 年至1966年先后在青岗、张村、刁窝、百尺竿、刘庄、鹿头建起6处杨水

4



站，分别抽胡良、拒马、琉璃河水，共可灌溉40个村庄的7．14万多亩农

田。从1958年至1 978年据水利局调查记载，全县共打机井(含大眼井

和平谷式井)5367眼，配套为4632眼，据市统计局1986年底统计，实

有4893眼，配套4324眼。由于上述水利灌溉设施的兴建，灌溉面积有

了明显的增长。据1949年末统计，全县水田和水浇地面积只有8．01 4

万亩，占当时总耕地面积85．72万亩的9％。至．1986年末的统计，水田

和水浇地面积增至53万亩，占总耕地面积73．04万亩的72％(从1949

年至1986年末共减少耕地面积12．68万亩。原因是：机关单位、工厂企

业、城乡居民住宅、公路、渠道、林果面积增多，军事院校、中、省、地直单

位占地)。

随着社会的进步包括水利事业的发展，社会生产技术和面貌有了

很大变化。农业种植，由原来以杂粮为主，麦、稻为辅，变为以麦、稻为

主，杂粮为辅。粮食总产量，1949年仅为9117万斤，l 952年增到1．96

亿斤，1983年增到2．57亿斤，1986年增到3．7038亿斤，为1949年的

4．06倍。工业，1 949年只有酒厂、小铁工厂、轧花厂等摊子，年总产值仅

277万元(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到1 986年企业发展到1 09个(不

包括城乡个体、合作经营和村级以下工业)，其中轻工业172家，重工业

79家，总产值2．2l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为1949年的79．7

倍。畜牧业，1 949年共有大家畜2．08万头，到i 986年增至2．25万头，

其中骡、马纯增9551头。林业，l 949年只有一些“四旁”树。果树的水果

总产量为425万斤(1936年版《涿县志》记载)，到1986年林业复被率

达1 3．7％，果品总产量1489．67万斤。坑塘养鱼也有较快的发展。水利

的作用从工、农、林、牧、渔业生产中，日益显现出来。上述事实充分说明

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尤其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

的路线，更显示了巨大的生命力。但是，涿州三十多年来的水利建设是

在摸萦中前进的，从1958年以后，曾走过一些弯路，表现为求功心急，

盲目冒进，有些工程不能发挥正常效益，甚至工程报废，造成很大的损

失。对此，县委、县人委曾作过检查纠正。今后要正确总结经验教训，从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根据泳州春旱秋涝的特点，

积极开发地上地下水源，在北拒马河刁窝段建橡胶坝，并整修配套原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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