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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县水利志》即将出版，可谓完成一项大的水利“工程’’。我作
，

， 。

为_名河北水利工作者，读后感到由衷的高兴。它的脱稿付梓，真是

可庆可贺! 。

，很早就听说冀中平原有个文安洼，想像中总把它与那句“淹了文

安洼，十年不还家"的谚语联系在一起。到省水利厅工作以后，有机会

参与全省的水利建设，对文安洼的情况始有深一步的了解。及至看了

《文安县水利志》之后，对它的过去和现在才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认

{U 、

纱、o
。

，

‘‘

．，．

●

文安洼地处清南地区最下游，历史上承担着大清、子牙两河的分

洪及清南地区5专1 4县约5000平方公里超量沥水的下泄重任，这

一地区洪沥灾害十分频繁，危害极为严重。
“” 。

．，
，

水是生命之源。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新

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安洼的水利建设，为根本改变文安

洼的面貌做了长期的不懈努力，投入了大量财力，兴建水利设施。取

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英雄的文安人民以其战天斗地的英雄气

概和饱满的革命热情，挖河筑堤，开渠建站，改土治碱，谱写了一曲曲

人定胜天的凯歌。文安洼作为分洪滞沥区，为保卫天津市及津浦铁路

的安全，为华北油田的开发与利用，为清南地区的经济建设做出了不
●

可磨灭的贡献，付出了不可估量的代价。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安县的

水利发展史是河北平原水利建设的一个缩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全省水利建设的辉煌成就。文安县水利建设的影响显然已超出了它

的地域范围，既关系到上游清南地区，又涉及到下游天津市和津浦铁

路，基于文安县所处特殊的地理位置，可以说，建设好文安洼不仅仅

是文安县人民自己的事情。

’文安洼的水利建设在平原地区具有代表性。新中国建立40余年

来，文安人民根据自身的特点，边干边学，创造发挥，摸索出许多切合

实际、行之有效的科学治水方法。对成功的经验要推广应用，如文安

洼在扬水站建设、深渠河网建设方面都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

贵经验；对失败的教训也应引以为戒。前事不忘i后事之师。《文安县

水利志》关于这些方面的记述是比较客观的。 一j —i

温故而知新。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更好地前进，认识自然是为了

更有效地改造自然。文安县的水利建设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但

今后的路还很长，任务更艰巨。修志的目的在于应用。我们切望文安

县人民和水利战线上的广大干部职工，更好地总结经验，立足当今．

放眼未来，开拓进取，奋发图强，把文安洼建设得更加美好!

本志成书之时，邀我作序，因水平所限，权以上述寥寥数语代之。

。

，
：

： ．李．志 强．
／ ，，

。

1994年2月15日于石家庄
I

，
：

——————————_ ’

‘，一．

李志强，天津市人，毕业于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曾任沧州地区行署副专员。现任河北省水利厅厅长。中

国水利学会常务理事。，
‘

一



康 一
》、

。

文安是我的祖籍，是我青少年时期生活、学习、工作、战斗过的地
‘’

。。

．t
，i

方。我热爱和怀念那里的一切：质朴的人们，敦厚的风情，广阔的田野
：-

'

和那富有传奇色彩的河流⋯⋯ ，

1，

可是，我可爱的故乡，历史上却是一个水旱灾害十分严重、人民
1

●‘

生活极为贫困的地方。我是旧社会文安人民深受政治压迫和水旱灾
，

7
：

害之苦、食不果腹、鹑衣百结的目击者和见证人。
。

●

√ ～’··+

从新中国成立前夜开始，我有幸从事全省的水利建设。几十年

来，我一直关注着家乡的水利事业发展，关注着那里的经济建设和人
1

二

’

民生产、生活所发生的变化。
．

一 ●

我十分欣慰地看到，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家乡的
1

·，
t一 一

?

水利建设i无论是防洪、除涝，还是打井、开渠，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

成就，并且多次战胜洪涝灾害和严重的干旱威胁。全县的经济建设不。
1

．
¨

‘ I
’

断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改善：

最近又十分高兴地获悉，记述全县水利建设发展历程的《文安县

水利志》已经成稿，我感谢该书的主编及所有编写人员为此付出的艰
+

，
{J

、

辛和努力。他们以比较翔实的资料，再现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安人民
。 ●

～

艰苦创业的壮丽情景和所取得的成果，以热情洋溢的文笔，讴歌了党

有为文安县水利建设哔出过贡献的各级党政_部、工程_术人员髫



戴哲夫，男．汉族。1912年8月生。文安县东戴辛庄人。曾任河北省水利厅副厅长。现离职休养。



摩 ：
I、 一

水利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治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的

重要组成部分，修著水利志书是鉴古知今、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工

作。

《文安县水利志》读后的第一个突出印象就是它真实地记录了文

安水利所走过的光荣而曲折的战斗历程。

文安县为河淀环绕，境内洼地居多，水利建设有着丰富的内容。

‘6就华北地区而言，文安水利具有一定的影响，久负盛誉；就廊坊市范

‘围而言，称得上是典型代表。 ．

．文安境内，有许多较有名气的建筑物：河北省第一座自行设计和

施工的大型钢筋混凝土建筑——赵王新渠王村闸；华北地区第一大

泵站——滩里西扬水站；河北省第一座大泵型的扬水站——清南左

各庄泵站。还有县城防洪围堤工程、赵王新渠西码头蓄水闸⋯⋯。7

文安人做事有股子拼劲。海河施工年年是先进，堤防管理上了全

国光荣榜，左各庄建站又干出了一个影响全廊坊市农口的“左各庄建

站精神”。

文安县的水利史是一部爱共产党、爱社会主义的教育史，是一部

艰苦奋斗、战天斗地的创业史，是一部反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反

映文安县人民精神风貌的文明史。

文安水利建设成就显赫，将来会更加辉煌。

李． 秋 烟

1994年3月26日于廊坊

李秋烟，男，汉族．1937年lO月生．河北省任丘市人。曾任永清县委副书记、廊坊地区锻压机床厂党委书

记、廊坊地区农林局副局长、廊坊地区科协主席、中共大厂回族自治县县委书记等职，现任廊坊市水利局局
长． ．



《文安县水利志》的出版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上级有关部

门和社会各界人士大力支持的结果，是文安县水利系统和全县人民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

史志中有不少关于文安县水利方面的记载，但不系统，也不全

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安县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水利史。县水利局的

领导，组织精干力量，积数载之功，完成了这部志书。该书较为系统和

全面地记述了文安水利事业的发展历程，对现今和将来水利事业的

建设和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以说是功在当今、惠及后人

的传世之作。

旧社会，文安洼人民只受水害，不享水利。民国1 1年(1922年)的

《文安县志‘》有这样一段：“文邑灾异，自汉迄今，唯水为甚。征之文献，

考之旧志，水灾之迭起环生几于无岁无之。近百年来，水患之尤巨者

莫如民国六年。是年七月，滹沱、潴龙各河相继决口滚滚洪涛灌入全，

境，深处二丈有余，浅者亦八九尺不等。狂风一作，波浪高与檐齐，城

垣几为所破。一时风涛激撞声，房屋倒坍声，男女老幼奔走呼号声，远

近交作，惨不忍闻。实从前未有之奇灾，人生莫大之浩劫也。"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安洼的水利建设，投入巨资

修建防洪除涝工程设施，多灾多难的古洼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

十年水利建设的实践，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造就了许多专业人材，

这是文安人民的一大财富。诚然，我们也走了一些弯路，如在除涝方

面，某些排水系统布局不够合理；地下水开采过量等等，今后必须予．

／0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以高度重视。 ；

t

水利的重要性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文安县的生产要发

展，经济要繁荣，离开水利不行，水利事业与经济建设的步伐不协调
●

也不行。希望全县水利系统的广大干部职工，继续勤奋工作，把文安
●、

’的水利事业推向前进。

一
。

， 一

● ’

“

、 王 瑞 锋

1994年3月15日

。 ，。 ， ：． 1．．

～ ， ‘
●

王瑞锋．男，汉族．1950年生，大厂县人，曾任中共大厂县委副书记。现任中共文安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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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县水利志》即将问世，这是水利系统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
·'

。 - ’、 t

下取得的又一突出成果。

文安洼介于“三河两淀"(大清河、赵王河、子牙河、白洋淀、东淀)
’

、

之间，自古以来就是十年九涝、灾害不断的苦地方。生长在文安洼的
，

。0 ，

‘

人民，历代以打鱼摸虾捞笮菜为生，过着吃糠咽菜不见粮的日子。再

加上社会动荡不安，反动官绅横征暴敛，军阀盗匪肆虐为害，大洼人

民苦不堪言。民国28年(1939年)那场大水，全县一片汪洋，庄稼颗粒
^，

无收，村町淹没，房屋倒塌，村民十有八九逃往异地他乡。人们下“关

外”、走“北口’’，有家难归，困死他乡，尸骨难回故土。

历经磨难的文安人民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不低头、不退缩，世世

代代同自然灾害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但在旧社会，由于统治者腐

败无能以及诸多因素的影响，人民主宰不了自身的命运，仍是生活在

水深火热之中。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领导大洼人民治水改土，除

害兴利，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水利建设高潮，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很大

改善。在这期间，也曾发生过三次大洪水和一次较大沥涝，文安人民
，

顾全大局，勇于做出牺牲．，分洪滞沥，为保卫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安

全，为减轻清南兄弟县的灾害做出了巨大贡献。受灾之后，广大人民

群众不气馁、不退缩，以更高的热情投入到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活

动中，保证了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过去的几十年里，水利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鉴于文安县所处的

特殊地理环境，今后水利建设的任务仍十分艰巨，水利如何更好地服

f，r ：



务于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于全社会，仍是一项亟需研究的重要课题。

编史修志，就是通过记述过去和现在：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为

今后决策提供参考。这部志书尽管还不够完善，但编写者们通过记史

写实、纵横引证，达到了“资政、存史、教化”的目的j对此，我感到由衷

的高兴。 、

’

愿《文安县水利志》为进一步发展水利事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

．

。

，

刘 瑞 林
。 ，

。

，￡’

1994年3月25日

；‘
’

．·

刘瑞林，男，汉族，1949年生，河北省香河县人．现任文安县人民政府县长。



、

／、

《文安县水利志》经过3年多的紧张纂修，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
‘。 7‘

，．

● ，

持下，即将付梓了。
一 ： 一

水利系统搞修志，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作为一名水利工作者，能
’

．，

有幸从事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内心感到无比地欣慰与自豪。作
’

为文安县水利系统的主要负责人，更是为在任期间能够完成这样一
～ ’，

部志书，给后人留下一份精神食粮，感到极大地愉悦与荣耀。
。

我生在文安洼，长在文安洼，对这片热土自有一种不可言喻的感
l

-+ ～

情。我终究选择了自己所深深热爱的水利事业，并且肩负全县人民的
●

重托领命治水，深感责任重大。

文安县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水利有其特殊的使命。旧中国，

文安人世世代代与水抗争，但终究未能摆脱水的困挠，祖祖辈辈挣扎

在水深火热之中。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把劳动人民的良好愿望变

成美好现实，不仅减轻了洪水灾害，而且解除了沥涝威胁，开始朝着

旱涝碱洪综合治理的方向发展。这些工程标准虽然不是很高，但毕竟

有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为进一步扩大治理提供了可靠保证。

40余年来，各级领导部门对文安洼的建设给予了极大的热情和

支持，友邻县市也同样给予了大力协作，这些，文安人民永远不会忘
◆ ●

记。

改革已经走过了十几个年头。今天，我们水利系统所面临的形势

更为严峻，任务更加艰巨。展望未来，建设文安洼，改造文安洼任重而

道远。由于自然气候和环境的改变，文安洼洪涝灾害的机遇虽

小厂、

减然



，但并没有根除，而水资源匮乏和连年缺雨，又使旱灾的威胁日趋
^

重。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水利工程设施标准低、不配套

运用不灵活的矛盾也将越来越突出。
+

改革开放，为水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如何抓住

遇，深化内部改革，是事关水利继续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战略问题。

革路上，机遇与挑战同在，困难与希望并存。因此，我们更应认真地
．

结过去，认识现在，规划未来，在认识和改造文安洼的伟大实践中．

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就。 。．

史 法 宝

1994年2月25日
，，^

史法宝，男，汉族，1948年9月生，文安县李安祖人，曾任县打井队队长、水利局副局长、农办副主任等

，现任文安县水利局局长．



凡 例

一、本志为文安县水利专业志，有史以来首次编写。按详今略古的原则，以

1949年为限，前略后详。资料截止于1990年，个别事件为保持其连续性延续至
● 。

1993年。

二、本志取章节体，以文字记述为主，适当配以图、表、照片。

三、本志引用的历史资料尽量保留原文，加注标点符号。

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区划、地域名称均沿用当时称谓，必要时加注今名。

四、本志资料来源：古代和近代取自《文安县志》、《光绪顺天府志》等有关史

籍；现代取自河北省大清河河务处、廊坊市水利局、友邻县市水利局和文安县档

f 案局、水利局、统计局等单位，以及调查笔录、口碑材料等。

五、本志高程沿用大沽高程，个别采用黄海高程者于其后加注。
’

六、计量单位采用法定计量单位，历史资料按原文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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