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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份财富。

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如实地反映了这些

地区的特色、行业的特征和时代的特点，同时也
提高了他们的地位和知名度，有利于发展经济，

菇i◆



序

昆山市(县)位于太湖下游，地势低洼，内受涝害困扰，#1-受洪
水威胁及台风影响，是洪涝灾害频发区域，又是血吸虫病严重流行
区域。历史上昆山人民倍受水患、贫、病之苦。历代统治者中的有
识之士主张治水定邦安民者不乏其人，治水主张亦有时常付诸实
施，但因人而兴，因人而废，时治时停，加上诸多的社会及其他方面
的因素，治水活动终属治表之举；民间有识之士对治理昆山水患，
提出了许多好的主张，由于统治者难能采纳，多数成为痛苦的呼
吁。水患、贫、病代代相传，民间流传着：“九年三熟，糠菜拌粥”；水
灾年份，一靠“船和网”(捕鱼捉虾)，二靠“篮和棒”(讨饭)的谚言。
亦是当时悲惨生活的反映。

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昆山县(市)委的领导下，县人民政府非
常关怀人民的疾苦，高度重视水利建设，发动私组织人民，兴修水
利，以治水为带头，向根除“三害”(恶水、穷土、血吸虫)宣战，经过
37年不间断的努力治理，把昆山建成真正的“鱼米之乡”，人民安
居乐业。水利建设的成就，对稳定农业，促进二、三产业的发展，起
着重要作用。

昆山县水利志，从1982年就着手编写，历经曲折，终于在1989
年8月才得内部出版发行。为了把昆山县(市)有史以来第一部水
利专志，正式出版公开发行，1993年8月又重组建昆山市水利志编
纂委员会，对1989年内部发行的水利志进一步修改审定，由国家出
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使治水中的经验教训，给后人以借鉴，使人们
了解现在的“鱼米之乡”，不是。天赐”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昆山县
(市)委领导下，全县(市)人民共同奋斗出来的，其中还包含全国性
的支持。正式出版的《昆山县水利志》，是新中国成立后治水活动的
史实记录。编纂《昆山县水利志》，历时很长，得到水利系统的同志
和老前辈以及昆山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帮助指导，在此一并致谢。由
于我们编纂水平有限，愿望和实际会有距离，敬请读者赐教。

昆山市水利局局长沈振球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记述上限不定，尽力追溯昆山历史上的治水情况，下
限到1985年底。大事记延伸到1993年底止。

二、本志纪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均用朝代年号，每节
第一次出现时，加注公历纪年，其后不注。民国以前的年、月、日为
阴历，用汉文；民国以后，一律以公历纪年，用阿拉伯字书写。

三、本志文中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称建国前，后、
称建国后，县人民政府，称县政府；县人民委员会，称县人委，县革
命委员会，称县革会；中国共产党昆山县(市)委员会，称县委或市
委；救济灾民委员会，称“救灾委员会”；救济灾民，称“救灾”；抢救
受灾物资、农作物、群众，称“抢灾”等等。

四、本志设12章、44节，以文为主，配以必要的图表。
五、本志所记述的地面、河底、建筑物高程，均以吴淞零点余

山线基面。水位、雨量用昆山县境内的水位站及水位、雨量观测点
的观测资料；凡气象站与水位站互有的数据，其记录每天有12小
时的时差(气象记录当天20时到第2天20时；水位站记录当天8
时到第2天8时)。

六、本志记述的建国后各种统计数字，分别采用县统计局、县
区划办、县水利局刊印的《统计资料》。

七、本志采用的古代史料，分别摘自《嘉靖昆山县志》、《万历
重修昆山县志》、《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昆新两县续补合志》

以及南京图书馆、县档案馆等有关资料。
八、本志所述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水利官职、机构，均按当时称

谓，未加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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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昆山县地处江苏省苏南东陲，东与嘉定、太仓县毗邻，北与常

熟县接壤，南与青浦县相连，西与吴县、吴江交界。沪宁铁路、苏昆、

昆安、昆太公路直达县城。娄江、吴淞江自西向东横贯县境，把全县

分成昆南、昆中和昆北三大片，水陆交通便利，县治设在玉山镇。全

县总面积为921．3平方公里，耕地面积86．66万亩。全县辖18个

乡，3个直属镇，3个场圃，467个行政村，总人口537940人，其中

农业人口412581人，占总人口的76．7％，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584人。

全县属亚热带过渡地带，邻近江海、属海洋性气候，四季寒暑

分明，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为1061．2毫米，年平均

蒸发量为1338．5毫米，无霜期229天，最高气温37．9‘。C，最低气

温一11．7℃，年平均气温15．3℃。

全县地形平坦，略呈南高北低，境内有孤山一座，名马鞍山，高

程为海拔80．8米。四邻各县的地势，除与青浦县交界处略比昆山

县低外，其余各县都比昆山县高。属太湖湖东一块“碟形”洼地。田

面高程在2．3,---5米之间，但78．5％的田面高程在历史最高洪水

位以下(周巷水位站，有记录的最高洪水位为3．88米)。境内河港

纵横，湖荡“棋布”，南有淀山湖、澄湖，北有阳澄湖、傀儡湖等百亩

以上的湖荡51个。骨干河道和部分主要分圩河道有：娄江、吴淞

江、张家港、急水港、千灯浦、西杨林、茆沙塘、七浦塘、大直港、界浦

港、新塘河、庙泾河、夏驾河、小虞河等63条，与圩内众多的河、泾、

浜、塘等组成水乡河网，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由于地势低洼，加之

上游客水入境，下游泄水不畅，形成滞洪局面，遇上雨涝，农田经常

遭灾，民间流传着“九年三熟，糠菜拌粥”，“十年九不收，收就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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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穗头”，“三千亩凌家潭，只见秧船去，不见稻船回”等民谣，尤其

是昆北低洼圩区历来是“小雨水汪汪，大雨白茫茫”，农田经常积

水，渍害严重，土质粘性重，透水性差，造成了种稻“铁锈根”，种麦

“不发棵”，蚕豆枯黄矮小，油菜死多活少的生态环境。加上血吸虫

病流行，广大农民生活贫困，长期挣扎在水患贫病之中。民国38年

(1949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仅为6081万元。稻麦两熟总产3亿

斤。

昆山有悠久的治水历史，据史料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吴

国、越国就在太湖下游淀泖地区筑圩围田。据《越绝书》中吴地传

说：“鹿陂”是“吴王田”，“陂”是筑堤障水。这表明当时已开始筑堤

挡水，使堤内成田。五代时期的吴越有所改进、提高。北宋初期废

而不治，北宋中期又着手修治，熙宁二年(1069年)发布《农田水利

约束》并设置专业队伍从事治水疏河，南宋较盛。

北宋郏宣在《吴门水利书》中指出：“低田阔其塘浦，高其堤岸

以固其田”。在发展塘浦圩田制的同时，对太湖的泄洪治理也很重

视，据历史资料记载，自战国末期的黄歇，到民国前期的二千多年

中，仅吴淞江就进行过40余次规模不等的治理；尤以元、明、清期

间更为频繁。娄江自中唐堙塞以后，北宋至和二年重新拓浚整治，

到民国中期亦进行过32次整治、拓浚，其余塘浦也不断进行清淤、

整治；尤以娄江的下游段浏河最频繁，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

至民国24年(1935年)的648年中，进行过35次疏浚。

除了河道工程整治之外，建闸御潮防止潮水入侵由来已久，据

记载北宋景祜二年(1035年)，苏州知府范仲淹疏导诸邑之水使东

南入松江，东北入杨子江与海，在疏浚港浦的同时，已开始建闸挡

潮；宋大观三年(1109年)中书舍人许光凝开淘吴松江，复置12

闸。元、明、清历代均有在当时感潮重要河口筑闸御潮之记录。

昆山县由于地势低洼和所处地理位置，决定了水利在发展经

济中的特殊地位，因此，历代统治者中的有识之士，都十分注重水

利建设，二千多年泰，水利建设起伏不断，排涝抗灾相沿成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县人民在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下，

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根治“穷土、恶水、血吸虫”三害的威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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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治水活动：修圩筑堤、联圩并圩、疏浚河道、

整治水系、修建涵闸、发展机电排灌、兴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设施；

在低洼圩区实现常年预降内河水位，推广地下暗管及“鼠道”排水

降渍。在加强水利工程管理的同时，开展水利综合经营，力求管理

经费自给。36年来，共完成土方1．8亿立方米，砖石方32．34万立

方米，混凝土方7．245万立方米，投入劳动8300万工日，投入资金

5298．13万元，其中国家和地方投资2860．09万元，乡村和群众自

筹2438．04万元，使全县农田实现排灌机、电化。有力地抗御了建

国以来历次洪涝、干旱、台风等自然灾害袭击，特别是对战胜和减

轻1954年、1962年、1985年几次较大的洪涝灾害和1967年、1978

年的严重干旱起了决定性作用。
。

．

建国以来的水利工程建设，是在旧有河、堤布局的基础上，从

昆山实际出发，着重于防洪、泄洪、灌溉、排涝、降渍等方面，以及建．

立同已建工程相适应的管理机构，确保工程效益的发挥。

1．联圩并圩，从建国初期全县500多个联圩，2000多个分散

小圩，到1985年底联并成161个联圩，圩内耕地面积70．55万亩，

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81．41％。建成能抗1954年型洪水的防洪圩

堤879公里，占圩堤总长的71．2％，块石护坡59．9公里。达到洪

水能挡，内涝能排。 ，

2．到1985年底，建成固定机电排灌站860处，装机1137台

套，41339马力；拥有流动机电排灌设备980台套，13381马力。总

计提水流量达到820立方米／秒。地下渠道64．61公里，明渠5342

公里。负担灌溉面积86．66万亩，排水面积97．68万亩，排涝、抗旱

能力显著提高。

3．新开和拓浚了区域性泄洪、引水河道4条，县、乡两级排水

干河150条，生产河道583条，排水沟1．5万多条。这些河沟的拓

宽、浚深，一是加快了客水和地产水的下泄，相应减轻了洪水对全

县的威胁，二是沟通了阳澄、淀泖两个区域水量相互调蓄，三是加

快了内涝外排，起到了泄、引、排、调、灌相配套的骨干水利工程体

系。

4．建成了与上述工程相适应的大批水工配套建筑物，使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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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麓运行自如，充分发挥效益。这些配套建筑物有(现役)：套

闸255座、防洪闸234座、分级控制闸73座、配套桥梁1372条(其

中可通汽车桥梁194条)、倒虹吸2500条、渡槽20条、田间斗农门

小型建筑物59340座；开挖排水沟、隔水沟8．37万条，埋设排水暗

管的农田累计3万亩、打鼠道970亩。使84．49万亩农田达到格田

成方、沟渠配套、基本上达到涝水排得出，地下水位降得下的要求。

建成高产稳产农田78．04万亩，占总耕田面积的90％。

5．从1958年起，全县逐步建立起一支县、乡两级专业管理机

构和三级管理队伍，到1985年止，全县已有水利专业管理机构23

个，专业脱产管理干部146名；职工1205人；管水员3713人。直属

生产企业4个，科研和教育机构3个，物资供应单位一个。这个管

理服务体系分布在全县水利工程的各个方面，有效地管理着各项

水利设旎的正常运行，发挥应有效益。在确保抗灾夺丰收的前提

下，依靠水利部门自身的人力物力，走出了一条以副养水的路子，

使管理单位与副业实体相结合，充分利用水利系统的技术力量、设

备和劳力季节性空闲的特点，从小到大，逐步发展了水利机械修

造、水泥制品、农机具维修车间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水利

工作的重点转到加强管理，讲究效益上来，水利系统的综合经营得

到了迅速发展，目前初步形成了工程施工、机械制造、电气、电子、

纺织、轻工、化工、养殖、种植等行业的综合经营体系。1985年产值

1214．8万元，创利179．18万元，比1971年分别增长26．5倍和

20．7倍，实现了中央提出水利管理要走“水、副、工”综合发展的路

子，达到了管理单位经费自给有余，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水利建设事

业的发展，巩固了水利战线的职工队伍，增强了管理机构的经济活

力。到1985年止，全县已拥有综合经营固定资产468．5万元，生产

厂房25786平方米。

水利建设事业的发展，保证了全县农业连年稳产、高产，使昆

山县成为江苏省重要商品粮基地县之一。1985年上交给国家的商

品粮每个农业人口接近1000斤，近十年来全县每年向国家交售商

品粮均在4亿斤左右。粮食的稳定增长，带动了副业生产的发展，

1985年全县农副总产值达到2．95亿元，比1949年增长6．7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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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排灌事业的发展，为农村用电提供了条件，带动了乡办、

村办工业的迅速发展，农村用电量从1962年的800万度，上升到

1985年的1．18亿度，增长14．7倍。乡村工业产值从1971年的

326万元，上升到1985年的7．66亿元，增长235倍。

河道整治改善了水陆交通条件、促进运输事业的发展，开河结

合筑公路，全县有8条干线路，总长52．56公里；乡村利用千渠和

生产河堤修的机耕路遍及全县。拓浚航道21条，增加轮队通航里

程146公里，尤其显著的是张家港、娄江拓浚后成为昆山水运的骨

干航道。
’

市镇河道的拓浚，使玉山镇、石牌镇、巴城镇、陆杨镇、周市镇、

兵希镇、蓬朗镇等集镇的市政工程建设加快了步伐，基本上改变了

河床弯浅道路狭，房屋低矮零乱的旧貌。尤其是县城玉山镇市河的

拓浚动迁了房屋7万多平方米，彻底改变了河道弯曲狭浅影响泄

洪、航运的状况，已建成一个新型的，布局合理的，初具规模的小城

市。

总之，在水利建设事业的发展中，虽一度出现过急于求成，脱

离实际的问题，但成绩是主流的，她较好地解除了昆山的水患，建

成了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基本农田，且对全社会带来了较为显著的

效益，带动了乡村工业的发展；为全县消灭血吸虫病提供了有利的

环境；改善了城乡水陆交通运输条件；促进了城镇建设；改变了乡
村面貌，在昆山县国民经济建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建国以来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水利建设，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劳力，基本

上改变了昆山旧貌，使昆山县成为农、工、副和其它各行各业全面

协调发展的，初步摆脱贫穷、落后，成为苏南发达县之一。

＼
墨

Ⅳ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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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建国后昆山县1950～1985年完成水利工程量和投资情况

投资总额(万元) 工程量
投放

年份 其 中 土方 砖石方 混凝土 劳力

合计 乡(社)
(万立 (万立 (立方 (万工

备注

国家 方米) 方米) 米) 日)
村(队)

1950 20．45 20．45 80．0 0．06 24．4

1951 2．10 1．35 O．75 35．8 0．05 19．3

●

1952 7．66 O．66 7．O 65．3 0．02 23．3

、·

1953 9．09 1．18 7．91 70．80 0．02 26．4：

1954 50．38 44．19 6．19 41．0 o．01 20．5
●

1955 41．81 29．28 12．53 87．6 0．02 41．8

1956 85．05 57．48 27．57 319．8 0．05 191．9

1957 67．72 42．06 25．66 180．4 0．04 55．4

1958 405．35 92．46 312．89 1619．3 O．38 540．O

1959 314．16 93．00 221．16 834．8 O．36 421．9

工交支款
1960 376．00 270．00 106．0 392．3 1．68 1774 249．5

120万元

1961 44．6Z 38．00 6．6Z 54．6 0．39 640 36．9

1962 69．58 61．9 7．68 61 0．17 150 35．9

1963 65．20 63．5 1．7 87．4 O．47 10lO 52．6

1964 62．44 53．49 8．95 137 0．81 2070 95．6

1965 86．88 61．3 25．58 206．2 1．04 2660 129

1966 116．51 27．66 88．85 242．4 1．04 3930 164．0

1967 68．57 2Z．6 45．97 143．4 0．77 2410 98．4

1968 35．88 10．52 25．36 130．4 1．07 1190 92．6

1969 47．49 10．0 37．49 219 1．-45 ．1280 98-嘧·

1970 72．9l 35 37．9l 195．0 0．88 1480 100．2

1971 85．37 45．00 40．37 225．0 1．30 2350 145．3

1972 100．11 45．O 55．1l 210．0 0．79 2230 176．5

1973 79．88 22．82 57．06 388．4 1．41 1983 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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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投资总额(万元) 工程量
投放

年份 其 中 土方 砖石方 混凝土 劳力

合计 乡(社) (万立 (万立 (立方 (万工
备注

国家 方米) 方米) 米) 日)
村(队)

1974 225．18 65．81 159．37 759．3 2．49 4471 337．5

1975 202．82 75．97 126．85 1342．4 2．46 4777 653．09

1976 304．43 126．63 177．8 1870．7 2．88 5617 901．14

1977 505．41 386．98 118．43 2044 1．76 4434 727．0

1978 345．54 270．28 75．26 1166．4 1．2l 4228 534．12

1979 183．30 110．30 73．OO 844．4 1．19 4267 376．6

1980 196．68 109．83 86．85 1426．3 o．89 4326 570．08

1981 170．07 98．75 71．32 442．8 O．65 1824 270．5

1982 141．17 49．7 91．47 39m3 0．73 2732 174．15

1983 123．68 64．64 5．q．04 404．8 1．04 1013 161．92

1984 241．99 158．7 83．29 554．1 1．12 3346 228．84

1985 342．65 193．60 149．05 731．9 1．64 6260 365．66

合计 5298．13 2860．09 2438．04 18004．3 32．34 72452 8299．9

∥o；}。ll



大 事 记

战国时期

楚考烈王十五年(公元前248年)

春申君黄歇，徙封于吴，治水淞江，导流入海，后人因其姓黄，

日黄浦，又名春申浦。

南北朝

宋孝建年间(454～4s6年)

南北朝著名科学家祖冲之，任娄县县令，任内进行农田水利建
设试验。 ·

唐

天祜元年(904年)

吴越钱氏，浚新洋港(青阳港)、吴淞江，兼浚横塘通小虞浦。

五代十国

吴越天宝八年(915年)

置都水营田使，以主水事，募卒为部，号日撩浅军，治河筑堤，

一路下吴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下淀山湖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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