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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宁津县水利志》在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经过5年的努

力工作，终于纂成出版。这是我县的第一部水利志。它的出版是

我县水利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领导全县人民进行了

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使全县从自然灾害中解放出来，改变了生产

条件。，宁津县每年都投入七、八万名劳力，从初冬至来年农忙时

节，打机井，挖坑圹，修沟渠，建闸涵，大搞稳产高产田，从事

旱、涝、碱综合治理的水利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显著成就。回

顾过去，由于我县历史上是个多灾的地区，旱、涝，碱、洪灾害

频繁发生，严重威胁着宁津人民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历代王朝和

旧政权对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遇水灾，一片汪洋，居民多无住

处；遇旱灾，赤地千里，遍地如焚，禾苗干枯，籽粒不收，人相

食。

水是生命的源泉，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各行

各业都离不开水。水既可以给人类带来兴旺也可以带来灾害。因

此，兴修水利是极其重要的，是关系到广大人民的安危和国家兴

衰的大事情。
。

《宁津县水利志》在编纂过程中，编委会以实事求是的态度，

秉笔直书，认真地总结了宁津县在各个历史的不同时期水利建设

发展的兴衰过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系统地总结宁津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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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建设的经验，由20多名水利工作者，搜集资料，画图表，以

5年的时间，编写了这部水利志，以服务当代，惠及后世。《宁津

县水利志》对宁津县水利建设做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是宁津县水

利建设工作的一部史诗。。

《宁津县水利志》既不溢美，也不掩过。在编写过程中虽通力

合作，认真负责地调查研究，精益求精，但由于我们的经验不足

和水平所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希各方给予批评指正。

最后，向支持和帮助我们编写水利志工作的单位和同志们表

示衷心的谢意。
’

李效东
一九九四年



凡 例

《宁津县水利志》的编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秉笔直书宁津县的治水历史。真实

地反映宁津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旱、涝、碱洪灾害

作斗争，大搞水利建设，促进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过程。 ，

一、主要内容，卷首设概述，独立成篇，采用史论结合的方

法，纵述简史，横评得失，统领全志。

设“大事记”，按编年体和记事本末相结合的方法，纵向记述

宁津县的水利大事。

正文共10章42节。设有目和子目。按自然、工程、水政三

大门类，横排不缺项，竖写不断线。后设“附录"，记载文存和编

纂始末。 、

二、《宁津县水利志》，上限未作统一规定，因事而异，下限

断于1985年。遵照“详今略古、古为今用’’和实事求是的原则，

突出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

统一，为现实服务。

三、《宁津县水利志》以志为主，力求图文并茂，有记、表、

图、录、照六种。记述凡10章：主要有自然概况，水利资源，河

道治理，灌溉抗旱和防汛除涝，水利管理等内容。

四、资料来源，主要是：(1)古代和近代水利书刊；(2)宁

津县和邻县的旧县志；(3)宁津县历年水利档案I(4)《中国历

史地图集》、《行水金鉴》、《山东水利专刊》。当代资料均来自宁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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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档案局，水利局档案、德州地区资料室以及口碑资料、调查资

料。对古今资料进行了认真的核对、考证，筛选，力求资料的翔

实和可靠。。

五、在编写方法上，采用记述体。除引用古籍材料外，均用

现代汉语，附以传记。数字书写用阿拉伯数码。

六、《宁津县水利志》所用地面高程，均用黄海高程，计量采

用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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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宁津县位于鲁北平原德州地区东北部，地处东经11 6。30L
11 7。、北纬37。30L37。51’之间，漳卫新河沿西部、北部边界穿流
而过。西和北部与河北省的吴桥县、东光县隔河相望，南邻陵县，

东与乐陵县接壤。全县东西最大间距为43．15公里，南北最大间

距为35．9公里，总面积为821．65平方公里。隶属海河流域，县

内有宁津新河、宁南河、宁北河、宁南输水渠、张西干沟等若干
r

河道。

宁津县境在三代为鬲国地，秦朝于今保店镇置胡苏亭，属上

谷郡。汉朝(公元前200年)，今县之西、南、东、北境，分属东

光、、重平、临乐三县。东魏天平六年(公元534年)，于胡苏亭始

置胡苏县。金朝天会六年(公元1128年)，因城圮于水乃东徙二‘

十五里，改名为宁津县(即现在城邑)。1985年末共有94200户，

404100人，总耕地面积为841300亩。，

宁津县地处黄泛平原，地势西南高东低，自然比降为1／6000，

最高点在张傲乡的孙庄南，海拔20．4米；最低点在孟集乡的于庄，

海拔9．8米，高差10．6米。宁津县地形的构成，主要是黄河多次

变迁所致，据《水经》记载，在四千年前大禹治水时，宁津县就

是九河之地，属九河之一的胡苏河穿境而过。．县境南有一条鬲津

沽河，经小店乡崔帽村东流，在尤集乡王秀村东出境入乐陵县，现

名朱家河。县境西和北部有漳卫新河(古称二股河)，清光绪二十



2 宁津县水利志

六年县志记载中称老黄河j后称四女寺减河。由于上述河流的水

源分选流向已久而形成了宁津县起伏不平的三种主要微地貌形

态，一是河滩高地，二是坡地，三是洼地。上述以外还有因河道

决口与风沙作用所形成的零星沙丘地。土壤分为紧砂土、砂壤土、

轻壤土、中壤土、重壤土等五种。

气候，属北温带季风大陆性气候。春季雨少多南西风，夏季

炎热多雨，冬季严寒干燥。一般年份秋旱少雨，形成春旱夏涝，晚

秋又旱的特点。

根据气象部门1951--1985年的实例资料，几个主要气候特点
日

疋：

．气温；我县多年平均气温为12．3。C。月平均气温1月份最低，

平均温度为一4．27。C。极端最高温度为41．7。C；极端最低温度一

23．7。C，出现在1972年1月26日。7月份平均气温最高，为26．5。

C。

霜期：宁津县无霜期204．4天，最长无霜期出现在1977年，

263天；最短无霜期发生在1965年，176天；平均出霜日期在10

月23日左右。历年最早出现霜期在1969年10月9日，最晚终霜

期出现在1959年4月22日。 ’

．，

。 日照：宁津县多年平均实照时数2810小时。金年各月中以5

月份日照时数最多，达298．8小时；12月份最少，191．7小时。

．宁津县大于或等于10。C积温4335。C，平均初日是4月5日，

终日是10月27日，初冬间隔203．5天，可以看出我县的热量是

充足的，从无霜期和日照情况看，有利于农作物生长。
， 降水蒸发：宁津县多年平均年降水量为580．9毫米，年际变

化很大：1961年降水量1145．6毫米，为多年平均降雨量的1．97

倍；1965年降水量最小262．7毫米，为多年平均降水的45．2％；

最大最小相差4．37倍。因受季风影响，降水有季节性，年内降水

分配极不均匀，6—9月份占全年降水量的68．6％，而农作物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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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需水的3—5月份降水仅占10．8％，10月至来年2月份占10％，

所以经常出现春旱。 ．

宁津县多年年平均水面蒸发量为1318．6毫米 ．

宁津县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屡遭水、旱、沥涝灾害的威胁。

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上溯到1128年的821年中，遭受

特大水患有7个年度。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大水临津(即胡

苏县城，现在的保店镇驻地)，因城圮于水，而将县城东迁25里，

建立新的县城(即现在的宁津县城)。明永乐十年(1412年)的卫

河决I=／和弘治二年(1489年)的黄河决口，这两次宁津县均受轻

灾。明永乐五年(1407年)尚书宋礼建议，整个卫河两岸地势低

洼，若不纵观全局，分析上下游流势，只是一味的筑堤防洪恐怕

劳而无功，还可能溃决，应当在德州城西北开-jJ,渠(自御河东

岸四女寺开始开支河即减河，至九龙口，全长十二里)，将运河洪

水泄入老黄河，然后入海。结果至1411年方才凿通这条河流。但

于次年(1412年)又发生了一次卫河决口，水患之灾又一次涉及

到宁津县。从1411年(永乐九年)到1490年(弘治三年)的七

十九年中，为减轻洪水的威胁，明代曾在运河上疏凿了四条减河，

即：四女寺减河(1411年)、哨马营减河(1412年)、南运河上的

沧州捷地减河(1490年)、济减河(1490年)。由于前二条减河凿

‘疏很早，年久失修，加之老黄河的淤塞，流水不畅，致使弘治二

年(1489年)的黄河决口，-7"津县又一次遭灾。到了明万历二年

(1574年)，由于漳河改道滏阳河，卫河水量大减，下游所有减河

渐渐淤废，于清康熙四十二年(1 703年)又发生了卫河决、徙骇

溢，大水自南向北淹至宁津县，造成了庐舍倾颓，禾稼淹没，陆

地行舟；宁津县是重灾县份之一。康熙四十七年(1 708年)因漳

河改道入卫河，卫河水量大增，重开四女寺减河一事又提到议事

日程上来；于康熙五十五年(171 6年)，再修四女寺减河。雍正十

二年(1734年)疏浚了哨马营减河，经金钩盘河(由德州果子李

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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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经曹村西至吴桥县沟店铺入老黄河故道归海。但在嘉庆、道光

年问，以上减河因年久失修，均已淤塞，故在道光十二年(1832

年)，德州九屯御河决，咸丰十年(1860年)卫河又决，宁津县又

二次遭灾。民国六年(1917年)八月十七日，四女寺减河溢水王

家庙，平地水深1米，并在宁津县宗庄西的河东岸决口，附近村

庄被淹，南北长达11余里，东西宽4里，群众场上的谷垛被漂走，

人民财产受到了严重损失。

从公元前二十九年至1917年黄河决口频繁，纵横奔流，在二

十六次的大改道中，十九次涉及到鲁北平原-宁津县多次受其灾
●

害。

涝灾。4 1860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89年中，先

后出现涝灾有6年，平均14．8年一次，时间多在夏秋，严重的涝

灾致使墙垣受浸，贫民多无居处，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

损失。

旱灾。从1870年(清同治九年)至1949年这79年中，先后

发生旱灾21次。 。

1 949年建国前，宁津县的农业生产任凭大自然摆布，劳动人

民长期挣扎于“种在人，收在天"的困境之中。遇洪水，平地汪

洋，陆地行舟，庐舍为墟。遇旱灾，赤地千里、遍地如焚，人相

食，饿殍载道。历代王朝和旧政府置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劳动

人民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宁津县广大人民群众，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国家大力支持下，依靠集体力量，自力

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修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并统一规

’划、综合治理旱涝碱。如挖河道、筑堤防、建桥、修闸，大搞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大大地提高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变了宁

津县农业生产条件，为宁津县农业连年丰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

结起来，建国后在水利建设上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也走过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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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路。分述如下：

宁津县的水利事业，解放初期，除田间少量水井用于浇地种

菜以外，防旱与排涝的水利设施基本上一无所有，已成为发展农

业生产的阻力。1949年至1 955年，属建国后的国民经济恢复阶

段，由于各方面的条件所限，水利建设发展缓慢，排涝和农业用

水，仅能用村边坑塘和自然形成的排水沟洼地作为临时性的措施。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宁津县的水利建设，开始列入国民经济建

设计划，并付诸实施。

1 955年，国家对漳卫新河、朱家河在宁津县境内的古河道，进

行了疏浚、复堤与扩大治理。漳卫新河属海河流域，以行洪为主，

兼灌溉、排涝，直属中央水电部海委漳卫南运河管理局管理。为

解除南运河的洪水威胁，对漳卫新河进行了五次疏通和扩大治理，

治理后的漳卫新河；防洪标准达到50年一遇，强迫行洪流量达到

了5000米3／秒。漳卫新河扩大治理以后，原来河道上的木结构桥

梁已不适应生产与交通需要，均全部拆除，‘先后由国家投资在宁

津县境内河段建钢筋混凝土桥12座，建引、排、蓄水闸33座，穿

堤涵管12座，建扬水站12处。治理后的漳卫新河对宁津县的抗

旱、排涝，对促进农业生产和繁荣经济，起着积极的作

用。 ．

朱家河是宁津县南部故河道，属马颊河的一条支流，在宁津

县境内长度为8．2公里，于1952年进行了一次疏竣；1 970年12

月至1 971年6月，又进行了扩大治理，设计流量为64．5米3／秒。

1972年引黄灌溉后，又随即进行了清淤，增加了排涝和蓄水能力。

为解决沿河村庄抗旱灌溉用水，在小解村东北1里处建有拦河蓄

水闸1座，把汛前或汛后拦蓄的部分容水及引黄尾水，用于农田

灌溉。治理后的朱家河，在灌溉、排涝中发挥了应有的作

用。

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在建国初期，农业上的生产组织是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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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组、初级社，后来发展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最初打

井灌溉，发动社员投资投劳，国家给予贷款补助的办法。随着国

民经济的发展，水利建设进入了高潮，县建立了水利建设委员会，

社队相应地建起水利建设领导班子，主要抓打井工作。遵照中央

提出的“三主’’治水方针，即：以蓄为主，小型配套为主、社队

自办为主，宁津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打井运动。小忙大干，大忙

小干，农闲突击干，做到常年不停。制做打井工具850套，组织

打井专业队1．6万人，由打砖井转入打机井。当时是大跃进年代，

其口号是：“吃在地，睡在洼，完不成任务不回家。”白天人山人

海，夜间灯笼火把，进行打井灌溉。为增加出水量，由木管井发

展为水泥管井，在打井技术和管材上有了突破，填料由填砖头改

为填充砂子，才保证了井的质量，也增加了出水量，相应也增加

了灌溉面积。

1961年后这一段时间进行排涝治理。原先宁津县存在有怕旱

不怕涝的片面想法，其俗谚有“淹了景州塔，淹不了宁津瓜"的

说法，意思是宁津县相对地势较高，旱灾多于涝灾，怕旱不怕涝。

建国30年来，大的涝灾有5次，旱灾有6次，实践证明既怕旱又

怕涝。因此，宁津县农业生产的主要矛盾是旱涝问题，而解决旱

涝的根本途径是解决水的问题。1949年至1 960这段时间由于宁

津县有怕旱不怕涝的片面想法，只顾打井灌溉；忽视了沥涝成灾。

1961年连降暴雨，最大暴雨强度每小时38毫米，这一年共降水

1145．6毫米，宁津城东平地行舟，涝地面积73万亩，房屋倒塌25

万余间，宁津县人民受到了一次极其沉重的打击。大涝灾后又着

重抓排水。宁津县东部边界附近有一条南北跃丰河，位于乐陵境

内，切断了历史上宁津县的自然排水出路。虽然境内做了一些排

水工程，但没有总的排水出路。1964年又遇大雨(全年降水量

1078．4毫米)，仍是束手无策，又涝地68万亩。这两次大涝灾给

宁津县人民在生活物质上造成了巨大损失，同时在治水方面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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