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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骅县水利志》的付梓问世，填补了黄骅市水利建设史上的一
个空白，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喜事。

史载千秋。黄骅市位于渤海湾西岸，华北平原黑龙港流域的最东

端，地处九河下梢，地势低洼盐碱。历史上，由于堤防破碎，潮汛不

断，旱涝频仍。遇有大汛，连年成灾，人民生活极度困苦。建国后，

黄骅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先后开挖

治理行洪河道2条，设计流量6180立方米每秒，排沥治碱河渠2D

条，设计流量1800立方米每秒，兴建中小型扬水站39座，建成水库

5座，节制闸5座，打机井4J 7眼，建坑塘650个，排灌两大工程体

系基本形成，农田有效灌溉面积1．4万公顷，农业连年丰收，人民丰
衣足食。

盛世修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市人民在党的政策指引

下，坚持“因地制宜，挖节并举，排蓄并重"的指导思想，狠抓旱、
涝、碱、咸综合治理，治理盐碱地2．27万公顷，黄骅连续五年被评

为地区农田水利建设先进单位，一九八九、一九九。获省先进县

(市)称号，察古知今，鉴往知来，这本志书将为各级科学决策提供
可资借鉴的东西。

开卷有益。这部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翔实的

资料，流畅的语言，真实的记述了在黄骅这块大地上，从大禹治水到
1985年四千多年水利事发展的曲折历程，是一部融资料性、科学

性、思想性，趣味性于一体的好书。建议全市水利工作者和关心黄骅

水利事业发展的朋友们，都来读读这本书，对黄骅市水利建设提出宝

贵意见。

注：田文德，黄骅市市长

田文德
“

一九九二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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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军事实

经济政策》

深入，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利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越愈显著。实

践使人们对水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水不仅是农业的命脉，而且是发展

国民经济的重要因素。办好水利，始终是全社会的一件大事。

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人民政府对水利建设至为重视，历届县

委、政府，充分发挥集体力量和黄骅县水土资源的优势，以自力更生

为主，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挖河疏渠，加固堤防、除涝治碱，除害

兴利，开发深层地下淡水资源，建水库，开新渠，引蓄客水，发展农

田灌溉，洗碱灌溉，建设台条田，蓄淡压碱，大搞深沟河网，加快淋

碱，建设圬工泵除涝排碱，极大地改变了旱、涝、碱的被动局面，遇

旱、涝显示了各项工程的威力，使农业、工业产量、产值持续增长，

对繁荣黄骅经济起着重大作用。

这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详今略古，忠于历

史，较为全面系统地记述了黄骅县人民治水的光辉业绩，弘扬优越的

社会主义制度，激励人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极努力，勤奋进

取。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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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性，科学性，资料性，且篇目完整，

懂，资政、教化，存史之功能显著，无

此为黄骅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一大贡

、优质、高效的路子将起重大作用。

孟祥福

一九九二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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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黄骅县水利志》经过六年的辛勤工作，现已出版，这是黄骅水

利建设史上的一项丰硕成果。蛊世修志，志载千秋。这是一件慰前

人、利今人，惠后人的大好事，值得庆幸。

水，是生命的摇篮。水利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

件，水利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水利是历代政治家治国安邦的重要课

题。从大禹治水，到1985年，在这段水利事业发展的曲折历程中，

黄骅县水利，即有可供效法的经验，也有值得借鉴的教训，又有雅俗

共赏的诗文、传说，编纂这部水利志，前有所稽，后有所考，她系统

地反映黄骅水利建设的历史和现状，是历史的重托，现实的便命。她

融资料性，科学性，思想性，趣味性于一体，阅后深受启迪。

解放前，苦海沿边的黄骅县，是远近闻名的穷地方。水利志，再

现历史水利的旧貌。十年九灾，非涝即旱。河道多，河槽浅，堤防

矮。残缺不全。旱年河中无水，农田不能浇灌，庄稼颗粒不获。丰水

年，上游洪、沥水下泄，破堤横流，除村庄孤岛外，一片汪洋。淼远

之水缓缓流向大海，留下片片沼泽、洼淀。大海受风暴潮的影响，海

水浸吞了陆地，大地留下一片白色的盐碱、芦苇、黄菜遍野，海鸥、

水鸟、野鸭、大雁的叫声连成一片。人民的生活极端贫苦。

建国后，黄骅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

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向旱、涝灾害作了顽强斗争。修筑海挡55公

里。拦住了海潮浸袭陆地。挖河、筑堤，开挖治理行洪河道两条，开

挖治理排沥治碱河渠2D条，让洪、沥水驯服地流入大海。经过37年

的奋斗，就治水方针进行了反复的探索和总结o“黄骅县农业要大上，

必须走以排为主，排蓄结合的路"o大锨挖出大丰收。挖沟淋碱，改

造农田。秋季河、塘水蓄满，明年小麦必高产。今日的黄骅县排灌两

大工程体系已基本形成。农业获得连年大丰收，工业也蓬勃发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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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向着小康水平迈进。今后黄骅水利建设还有一

些急待解决的问题，水资源匮乏，河道淤积，工程老化，效益衰减。

志书中做了记述。

众手修志，《黄骅县水利志》的编纂，编者汇集体的智慧，一气

呵成，以翔实、具体的资料，简洁流畅的语言，真实的记述了勤劳、

朴实、智慧的黄骅人民治水历史。经反复研讨，几度修改，四易其

稿，纂成此志，编者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劳动，实属难能可贵。浩瀚

的文字工程，得到省内外专家，学者的指导，感谢致力于此项工作的

全体编写人员。感谢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编者在借鉴历代方志研究成果上，突出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编

纂中有所创新。由于资料和水平所限，谬误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为一名普通水利工作者，我们期望《黄骅县水利志》，能对黄

骅今后的水利工作有所鉴戒，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黄骅水利事

业兴旺发达，水利工程将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注：刘福岭，黄骅市水利局局长

李振山，黄骅市水利局副局长

刘福岭李振山

一九九二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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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黄骅县水利志》是有史以来，第一部独立成书的专业志。

上限不做统一规定，尽量追溯事物的发端，下限为1985年底，个别

事物为体现其整体性，适当下延o

二、取事原则为贯通古今，详今略古，重点记述建国后水利事业

的发展。

三、志书记述的范围，以1985年，黄骅县行政区划为准。为使

记述事物的完整，个别事物适当外延。
。

四、志书取用的资料，建国前的资料均注出处，以备考证。建国

后的资料，主要来源于黄骅县档案馆，黄骅县水利局档案室，沧州地

区水利局档案室。一些数据来源于县统计局、水文站、气象站、县农

林局等挡案资料。辅之以实地调查和口碑资料。

五、志书体裁为志、述、记、传、图、表、录诸体并存，以志为

主，横分竖写。大事记用编年体，放于卷首，最后设附录。志文为章

节体，全志分15章59节。遵循“据事直书”、“述而不作’’的原则，用

语体文记述，寓褒贬于叙事之中o

六、志书中所用海拔高程为黄海高程，个别采用大沽高程者加

注。

七、县内地名，以黄骅县地名办公室1984年编印的《黄骅县地

名志》为准o
’

．八、计量单位，新中国建立以前的，按各朝代当时使用的单位书

写。新中国建立以后，按国务院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定计量单位》中的有关规定书写。小数点以下保留两位，五位以上数

字记万、亿。

九、新中国建立以前的纪年，用各朝代年号纪年，并注明公元年

号。新中国建立以后，以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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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志书中称“党"“党支部"“党委"“县委"“地委"“省委"系指中国

共产党及其各级组织。凡称“政府嬲人委，，的均指各人民政府。

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或建立后简称“建国前，，或“建国

后”o



概述

概 述

黄骅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南与盐山、海兴、孟村接壤，北倚天

津，东邻渤海，西靠沧州。全境座落于东经1l 7度O．5分至11 7度49

分，北纬38度9分至38度39分之间，南北最长55公里，东西最宽

46公里，总面积2219平方公里。是一座新兴的沿海开放城市，三千

吨级港口码头已建成投产，三万五千吨级码头正在建设中，境内有柏

油公路14条，沧港铁路横穿全境，朔港铁路正在考查筹建。

黄骅县历史悠久。古为兖州之地，春秋为齐、燕两国所属，自秦

赢政三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置柳县。在以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

境内建置颇繁，汉置章武、高城，隋设鲁城，唐领乾符，宋为清池、

盐山分辖，后代因袭，沿至民国24年(公元1935年)置新海设置

局，后为新海县，新青县。民国34年(公元1 945年)为纪念抗日战

争牺牲于境内的黄骅烈士而易名黄骅县。黄骅县下辖2镇，19个

乡，33 1个行政村，耕地7．3万公顷，总人口已逾32万。

大地构造，属新华夏系北东向断裂结构的黄骅凹陷区。地势自西

南向东北微微倾入渤海，地势低平，地面坡降为万分之一左右，海拔

一般在3—5米。最高点位于旧城一带7．5米，最低点位于歧口一带

1．8米，渤海湾的平均高潮位3．18米，境内大部分土地在海潮浸袭范

围内。地貌主要特征为低平原和海岸地貌。

全县土壤归为3个土类：潮土类，盐土类，沼泽土类。潮土占

12．8万公顷，盐土类占1．13万公顷，沼泽土类占0．14万公顷。

境内属暖温带季风气候，大陆度63．8，雨热同期。夏无酷暑，冬

无奇寒。年平均气温1 2℃，极端最低气温一l 9℃，最热的7月份，平

均气温26．4℃，极端最高气温40．8℃o年平均无霜期194天。受海洋

的影响，与同纬度的内陆地区相比，夏偏凉，冬偏暖，自然降雨，年

际变化大。多年平均降水626．6毫米，最高年份1964年降雨1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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