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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水利事业的发展，与其自然面貌和农业经济体系有着密切的联系。水利是

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唐海县地处沿海，地势平坦，过去是盐

碱不毛之地。唐海县的建立和发展，是随着滦河下游灌区工程的兴建而发展起

来的。据史籍记载，唐海县境“滨海之地，东西广九十余里，南北袤四十余里，皆

斥卤不毛，如场之涤，远或十数里，近亦七八里，间有人烟，蛎墙草屋，村止数

家，晒盐捕鱼，外无生业，布粟所需，器械所用，均购之于数十里外，沿海之地数

万顷，固以其五谷不生而弃之也。”1957年以来，引用了滦河水，在盐碱荒滩上

垦植数十万亩水稻和苇田，农业基础牢固了，也促进了加工业的发展。全县已

形成以种植业、养殖业和加工业三足鼎立的经济发展格局。工业形成以造纸为

龙头，以食品、服装、机械、建材为主体的系列化生产，国民经济发展日新月异。

县内的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唐海县水利志》，是柏各庄农场改称为唐海县以来的第一部水利专著。该

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如实地阐述了唐海县水利发展

的过程和政治、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用现代科学技术分析了水利科技的发展

水平。志书体例完备，资料丰富，内容翔实，是一部社会主义时期科学的资料性

的专著。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会对水提出更高的要求。

只要充分挖掘水利资源，水土资源统一规划，实行科学用水。唐海县的水利事

业将会蒸蒸日上，促进国民经济更加全面迅速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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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改革开放的强劲春风吹拂全国大地，各项事业一派欣欣向荣。正

值我们可爱的家乡——河北省国营柏各庄农场建场36年，唐海县建县十周年

的时候，一部记述全县水利建设发展历程的地方著述《唐海县水利志》面世了。

捧读之后，思绪万千。一代农垦创业者的不朽业绩跃然纸上，唐海水利发展的

坎坷路途历历眼前。感想之中写下几句话，作为我送给该书的序言。

唐海地处沿海、九河下梢，积淤成壤，苍海桑田。特殊的地理条件，决定了

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但追溯有记载以来的千年历史，“近河靠海、渔盐之

利”并没有给这里带来富庶，有的只是河海交替为患，兵匪海霸、外寇侵占，天

灾人祸，使沿海人民饱尝辛酸。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劳动人民才有了

幸福的今天。

50年代中期，中央人民政府做出的开垦建场决策，使这块荒芜的处女地

获得新生。十几万民工、部队转业军人以及后来的大批有志儿女，用自己付出

的血汗，描绘了农场的壮丽画卷。今日唐海的一沟一渠、一桥一树。无不铭记他

们的创业之艰；一代农垦奠基者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怀念。80年代，开

发沿海滩涂、发展海淡水养殖业的系列化工程，又使唐海县水利建设迈出了让

世人瞩目的脚步，展示了唐海县一代新人的气魄和胸怀。

水利建设，促进了各业的发展。水利是唐海农业的命脉，也是其它产业发

展的基础。借助水利，粮食生产连年增长，海淡水养殖业驰名中外，林业已进入

全国先进县。农业为加工业的崛起聚敛财力、提供资源，以造纸业为龙头的新

兴产业群正在形成。充分认识水利工作的地位和作用，继续抓好水利建设，抓

好开发、管理和利用，是发展唐海经济的首要环节，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重要课

题。
。

唐海的水利事业在30多年的历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和起伏。唐海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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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天换地的实践中，不断探索着水利事业的发展规律。认真总结这些经验教

训。从本地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今人和后人就会更聪明起来，化害为

利，趋利避害，着眼未来，争取长远效益。

感谢郭先平、王德庆等编写组成员。他们是县水利建设的参加者，又是水

利史实的记载者。这部志书，是他们对唐海县水利事业的一份特殊贡献。修志

古来就有“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各级领导在阅览这部书时，一定会从中汲

取有益的东西，帮助科学决策；水利工作者能够充分利用史实资料做好专业工

作；年轻一代会从书中了解和学习老一辈的创业历史，继往开来，为繁荣唐海、

建设家乡做出努力!

唐海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刘东波

1992年11月



凡 例

一、《唐海县水利志》是唐海县第一部水利专志。记述范围除县境内与水利

有关事物外，并涉及滦河水系。

二、本志记述年限，上溯不限，下限至1988年，个别事件延至1992年。、

三、本志采用横排竖写，以志为主，辅以图表和照片。以章统编序号，以下

设节、目。

四、大事记采用编年体。

五、本志引用历史资料时，一般原文抄录，注明出处。志书所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国后资料、数字，主要采用县水利局资料；凡用其它部门的资料，注明来

源。

六、1948年以前，以传统年号纪年，括号内加注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后，以公元纪年。

七、本志凡称“建国前"、“建国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凡著称

“党"，均指中国共产党，凡称“党支部"、“党委”、“县委”、“地委’’、“市委"、“省

委’’，均指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凡称“政府"，均指人民政府。志书中凡称

“建场前’’、“建场后"，均指1956年柏各庄农场建场前后。

八、志书中海拔高程，凡不注明者均为大沽高程。

九、本志关于水利人物的记述。对水利事业有突出贡献的故人，收入传略；

业绩卓著的生人，做事迹简介；其他业绩比较显著的生人，采用名录入志。

十、数字用法，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部门《关于出版物上数字

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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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海县因位于唐山以南，渤海以北而得名。1956年称国营柏各庄农场，

1959年10月称唐山市柏各庄区，1961年5月称国营柏各庄农场，1968年6

月称河北省柏各庄农垦区，1982年9月国务院批准建县，并保留国营柏各庄

农场名称。为政企合一管理体制。

唐海县位于唐山市东南55公里处，南临渤海，东接乐亭，西邻丰南，北

靠滦南，地跨东经118度12分21秒至118度43分16秒，北纬38度07分

43秒至39度27分23秒，土地总面积687．48平方公里(1989年土地详查后

为697．43平方公里)，耕地32．23万亩，人口12．4万人。辖10个谷物场，1

个芦苇专业场，2个海水养殖场，1个建制镇，7个直属工业企业。

唐海县地域，历史上属滦县滨海地区，曾是“斥卤不毛"的盐碱荒滩，人

烟稀少，当地人民以捕鱼晒盐为业，住的是“蛎墙草屋"，生活贫困。1942年

侵华日军为掠夺中国水土资源，在柏各庄设稻田领事馆，招募劳力，筑堤开

渠，收买荒滩34．9万亩．开办“华北垦业股份有限公司滦县农场’’，在滦县

前窑村滦河右岸建闸引水，开挖引水渠，在柏各庄以南垦荒种稻。1943年开

垦东部荒滩6．89万亩(现一农场)，种稻2．7万亩。1945年8月日军投降，农

场被边区民主政府接管，更名为“解放农场"。此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党和政府领导人民除水害兴水利，开发沿海荒滩。

为开发滦河流域水土资源，建立柏各庄农场。国家水利部，农业部，华

．北行政委员会水利局及河北省农林、水利、公安三厅，于1949年至1955年

先后对滦河流域和沿海荒滩多次勘查，并编写出《滦河流域勘查报告》等文

献。1955年9月，由省农林、水利、公安三厅联合编制《河北省国营柏各庄

农场建场及水利工程初步设计书》。1955年12月31日，国家建设委员会批准

该初步设计．1956年开始兴建柏各庄农场及水利工程。是年1月，成立河北，、

一j 愿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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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柏各庄农场建场委员会，并设河北省国营柏各庄农场灌溉工程局。4月，省

人民委员会决定每年从唐山、通县、沧县、保定、天津(现廊坊)等地区抽

调民工3万余人，参加施工。在交通不便、物资供应困难、施工条件恶劣的

情况下，经过3年艰苦奋战，建成了设计引水流量34立方米每秒的渠首工程，

疏浚、开挖了长65公里的输水干渠和1036条干、支、斗、农四级灌、排渠

道，总长1495公里，修建各类水工建筑物2773座，围堤72公里，建成了土

地面积为48．6万亩的灌区，设计灌溉面积36万亩，其中水稻13万亩。排水

渠系的治涝和围堤防潮标准都达到十年一遇。同时，本着边施工、边生产的

原则，于1957年开荒种稻2．3万亩，1958年扩种到10万亩。

1959年至1966年，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扩建、改建了灌溉、排水工程。

1960年滦县、丰润(现丰南)和乐亭县的83个自然村先后划归农场，随后又

新建十、十一分场和畜牧场。自1959年冬至1961年．建成了十、十一农场

的干、支、斗、农四级灌排工程，同时，还修建了为柏各庄等三个人民公社

和十一分场的输水工程——孟新渠。1965年孟新渠废弃后，军垦农场和十一

分场改由输水干渠供水，又扩建了刘庄节制闸及以下20公里的输水干渠和总

用干、二用干、三用于，修建了十三用支和戟门扬水站。1966年兴建渠首滦

河潜洪闸等工程，渠首设计引水量达50立方米每秒。全滦河下游灌区灌溉面

积达到40．83万亩，其中水稻20．83万亩。柏各庄农场的耕地发展到27．21万

亩，种植水稻16．46万亩。

1967年至1976年地震前，重点修建了排水配套工程，其次是兴建十一农

场和滩涂养殖工程。重点修建的排水配套工程有：黄米廒排水工程，十农场

戟门河排水闸，第二泄洪道，扩建双龙河曾家湾至孙家灶河道13．2公里，开

挖双龙河孙家灶至零点河道14．8公里，修建了四用干，三排干和用排水支、

斗、农渠工程。兴建了“八里滩"、“十里海’’围堤工程和用水、排水支渠各

2条。1976年，全场水稻种植面积达到21．80万亩，苇田达到7．7万亩。

1976年地震后至1979年．重点是震毁工程的恢复。1976年7月28日唐

山——丰南地震后，岩山渠首、输水干渠和灌区内工程遭到严重破坏。在上

级的关怀和邢台、廊坊、邯郸、唐山等地区的支援下，于1978年基本恢复

(个别工程1980年竣工)。恢复后的渠首设计引水量达到117．4立方米每秒，

输水干渠在曹李庄以上达到97．1—86．8立方米每秒，以下达到74．2立方米

每秒，泄洪道达到十年一遇行洪标准，从而解决了长期存在的灌溉、行洪、排

涝的矛盾，扩大了工程效益。在此期间，还恢复并扩建了双龙河河道工程，使

全河段达到十年一遇除涝标准，挖通了咀东以下的入海路。经过震后恢复，全

●；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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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区的灌、排工程，均超过了震前水平，形成了灌溉、行洪、除涝配套的工

程系统。

1980年以后，加强了灌溉管理和工程管理，改革了水稻的耕作栽培制度，

推广了旱耙地、定量灌溉、间歇灌溉等灌溉节水技术，使每亩水稻用水量由

1500立方米左右降至70卜800立方米，大大提高了水的利用率。在此期间，
还建成两个对虾养殖场，修建了总扬海水量47立方米每秒的扬水站7处，实

行了育苗、养殖、加工系列化生产。拓宽了水利工作服务范围，增加了经济

和社会效益。

33年间，国家水利投资达1亿多元，其中场外水利投资7386万元(包括

震后输水干渠和双龙河恢复、扩建投资4325万元)，场内水利投资2734万元。

加上自筹资金和劳力投入，共计约1．5亿元。先后建成设计引水流量117．4立

方米每秒的渠首工程，长65公里的输水干渠，总长156．7公里的围堤，全长

19公里的两条入海泄水路，境内河道达到十年或五年一遇除涝标准，主要堤

防长度118．3公里。场内建成千、支、斗、农四级灌排渠道3000条，长3918

公里；斗渠以上闸、涵、桥等水工建筑物3885座；1立方米每秒以上灌排站

98座，灌溉能力194立方米每秒，排水能力187立方米每秒。治理利用盐碱

地64．49万亩，其中耕地达到32．23万亩，林果用地4．75万亩，植苇、养渔、

泡田共27万余亩。每年平均由滦河供水4．68亿立方米左右，灌溉农田近30

万亩(其中水稻27万余亩)，灌苇田14．15万亩，淡水养鱼8万余亩。每年

利用海水8—10亿立方米。发展海水养殖5．29万亩。同时还开采地下水，解

决了全县人、畜饮水和100个工业企业的供水。由于水利基础设施基本配套，

具备了抗御较大水旱灾害的能力。33年中，除1972年遇特大旱灾减产，1962

年、1964年、1975年、1977年因降特大暴雨造成沥涝灾害外，其它年份均未

形成严重的旱涝灾害，尤其是1980年后旱涝灾害明显减少，显示了水利工程

的巨大作用。

水利建设的巨大成就，保障、促进了唐海县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特

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调整经营方针．明确

开发重点，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建运服综合经营，种(种殖业)养

(养殖业)加(加工工业)一条龙的产业结构和经营格局基本形成，“三个基

地、一个中心"(稳定的内外贸商品基地，城市和工矿区副食品基地，农业现

代化的示范基地，当地农村先进技术、良种推广、产品加工、运输和销售的

服务中心)建设初具规模。1988年，实现社会总产值7．7l亿元．国民生产总

值3．63亿元，工农业总产值2．62亿元(1980年不变价)；外贸出口收购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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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8．9万元，企业净利润2810万元。总产值、利润分别比1958年增加了58

倍和65倍；粮食总产量15万吨，比1958年增加8．6倍，其中优质大米交售

量约占全省1／3；水产品总产量1．64万吨，其中养殖对虾1．1万吨，约占全

省总产量的30％，单产、规格、效益等主要指标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工业

以造纸、食品、建材、机械、化工、饲料加工、服装、纺织为主。有17个行

业、100个企业，其中机制纸和纸板产量约占全省10％。随着农垦经济的发

展，城镇、村镇建设初具规模，交通、通讯、文化、医疗等设施和居住条件

明显改善，生态环境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昔日贫穷落后的盐碱荒滩，如今已

变成渠道纵横、绿树成荫、四通八达、风景如画的鱼米之乡和繁荣城镇。社

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全国人民和国际友人的支援、水

利员工和全体创业人员的英雄业绩和优良传统，都深深扎根于唐海人民心中，

载入光辉史册!

唐海县的水利建设事业在前进的道路上还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和困难，

诸如泄洪排涝工程标准偏低，排水主渠道严重淤塞，地表水资源不足，地下

水开采过量，管理工作相对落后，以及海水养殖与农田和淡水养殖怎样合理

布局，如何发展节水型农业和节水型工业，如何建立与完善现代化灌排管理

体系等问题，都需要认真研究解决或进一步探索。回顾过去成就巨大，瞻望

未来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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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五年(1879年)，李八廒村农民李明在发明了挑坨地技术，改良盐

碱地。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安子村农民丁守芳开创了人工种植芦苇的先

例。

民国19年(1930年)，西南庄打成了第一口架子井，取代了原始的食水

坞坑。

民国30—31年(1941—1942年)，日本华北驻屯军招劳工疏浚溯河中段，

开渠引滦河水，经溯河至下游沿海，垦种水稻，建“华北垦业股份有限公司

滦县农场”。投资联合券139．66万元，占据柏各庄以南沿海荒地34．91万亩。

划定东部6．89万亩荒地，开垦第一期荒地，在滦河右岸滦县前窑村(一说马

官营)东南建引水闸。农场北部引水干渠左岸建7孔引水闸。在柏各庄村南

小青龙河与引水干渠交汇处建3孔倒虹吸，干渠上建lo孔分水闸。

民国32年(1943年)，日伪冀东道公署由滦县、丰润、迁安、遵化四县

向“滦县农场"移民670户，开始洗盐种稻。

民国34年(1945年)8月，边区民主政府冀东军区第十七军分区部队攻

克柏各庄日军“稻田领事馆”．建“解放农场”，千亩稻田归抗日民主政府收

获。

汛期，滦河滦县水文站处洪峰流量8200立方米每秒，洪水冲毁前窑引水

闸，滦河在王家法宝处决口，滦河水灌入滦县农场引水渠，滦县、滦南县20

万亩土地被淹，滦县农场引水渠被淤塞。

入冬，边区民主政府组织人力、物力抢堵王家法宝决口，为打击国民党

军队袭扰，八路军四十八团奉命保卫施工。

民国37年(1948年)春，滦南县边区民主政府组织群众完成溯河修堤和

Z，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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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挖河底工程。修堤2．3万丈，用工11669个，并疏通1945年淤塞的五大引

水干线，砌坝工程量9．77万立方米，修大小闸口24处，建桥7座，共用工

2万个。“解放农场”(现一农场)种稻1．3万亩。

1949年

4月1日，冀东行署十二专署治水委员会组织堵复滦河王家法宝决口，由

十二专署和蓟滦河河务局(未正式建局)人员组成滦河堵口委员会，抽调干

部200多人，滦县、滦南、乐亭三县出民工2万人，日夜三班施工。1月份开

始准备，4月1日开工，5月21日合拢，6月中旬闭气。堵口长180米，堤高

7米左右，堤顶高程25米。共抛石1700多立方米，动土2万多立方米。国家

拨小米70多万斤，以工代赈。

6月5日，冀东行署十二专署在滦县张家法宝与迁义庄之间的滦河滩上，

召开“庆祝滦河堵口工程胜利大会”。十二专区地委书记贺秉章到会并讲话，

大会为89名治水功臣、模范发奖。

7月，解放农场由中央农业部渤海区农垦管理局接管，改称津沽农垦局合

作农场。

7月24日～8月15日，唐山连雨不休，境内河流洪水成灾，沿海发生海

啸。

8月9日，滦河滦县水文站处洪峰流量20900立方米每秒，下游河道漫

溢。

8月13日，滦河水文站处洪峰流量25200立方米每秒，滦县王家法宝处

堤防再次决口。

9月4日，开始堵复王家法宝决口，堵口全长842米。由唐山专署治水委

员会和河北省滦河堵口工程处领导。全部工程分两期完成，第一期石坝合拢，

于9月4日至次年1月14日完成。第二期石坝减漏、筑防洪堤、护岸，于1950

年3月30日至7月6日完成。工程费用为小米140万斤，以工代赈。

1950年

自1950年至1953年，农业部组织人力八次勘查滦河流域及滦河下游沿

海，为开发滦河水利资源，建立国营农场做了前期工作。

1952年

河北省农林厅对沿海进行综合调查，并提出《沿海综合调查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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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立国营农场提供依据。

1954年

3月，华北行政委员会水利局主持，水利部、河北省水利厅、农林厅参加，

进行以开发柏各庄农场为主要任务的全滦河流域查勘。

8月，提出了《滦河流域勘查报告》和《滦河流域水文分析报告》。

11月，河北省农林厅提出《河北省国营柏各庄机械农场建场计划任务

书》，报农业部审批。

1955年

3月，河北省水利厅提出《国营柏各庄农场灌溉工程初步设计书》，报水

利部审批。

3月下旬，河北省农林、水利、公安三厅合组查勘队，在农业、水利两部

派员指导下，进行灌区复勘和调查。

4月上旬，省农林厅派员对场区进行土壤、水文地质和农业调查，于7月、

9月和12月分别提出报告。

9月，省农林、水利两厅提出《国营柏各庄农场建场计划任务书》(补报

本)。省农林、水利、公安三厅编制《河北省国营柏各庄农场建场及水利工程

初步设计书》，并报农业部和水利部审批。

12月2日，水利部以(55)设审傅字1264号文，提出了“对初步设计的

初审意见”。

12月31日，国家建委以(55)设文字第4939号文下达“河北省国营柏

各庄农场建场及水利工程初步设计书批准书’’。

是年，苏联土壤专家瓦·米克勒契科夫，科学院通讯院士、土壤专家B·

A科夫达，水利专家儒可夫，测量专家皮斯米诺夫，经营管理专家斯巴尼年

柯来现场指导工作。

1956年

1月12日，河北省水利厅、农林厅拟定“国营柏各庄农场场区移民方

案"。涉及渠首地区及东西灌区共22个村庄，土地2．61万亩，草泊2．55万
—．h
田。

1月，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建立河北省国营柏各庄农场建场委员会，主

任刘季兴，副主任张一萍、乔明礼、刘建中、韩东征，成员由有关厅、县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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