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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任丘市水利志"即将问世了，慕娟同志委托李敏同志来京，要我写个序．

我是个自新中国成立水利部起，即从事水利工作的水利老兵，又是任丘人，对

历时6年编写的这部洋洋四十万言的任丘水利史巨著，理应说几句话。特别在

我浏览了这部水利志之后，对任丘市水利局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编写“任

丘市水利志"所作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喜人成就，就掩盖不住我的心头喜悦和

赞赏之词了。
7

水利修志的目的，在于真实地记载本地区的水利发展史，在于总结历史经

验教训，对后者提供成功的经验，以便继续发扬光大，对失败的教训作为前车

之鉴，从而锐意改革，开创未来。我看《任丘市水利志》以它丰富详实的资料

和真实客观的历史评述，基本达到了这个目的。作为一个水利工作者和任丘人，

我是格外高兴的。

任丘市历史上是个水旱灾害极为频繁的地方．对生我养我的小白河岸边的

边关村，从儿时起，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频繁交替的水旱灾害(特别是滹沱河、

潴龙河决口和小白河的洪涝灾害)和贫困，看不到尽头的贫困。粮食生产，在

洪涝旱碱的困扰下，亩产百把斤，算是不错的了。所以，治好小白河，糠菜能

塞饱肚皮，就是我自幼最美丽的梦想和渴望。这在旧社会是个无法实现的梦，在

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中，当时，解放区虽然行署没有水利局，在疏河、开

渠、防汛、抗旱等方面尽力作了努力，但限于历史条件和当时的战争环境，也

难于大规模地进行水利建设。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了水利事业的新纪

元，从而也促进了农业的迅速发展。经过40个春秋的艰苦奋斗，看到今天任丘

市的水利建设在防洪、除涝、灌溉、抗旱、治理盐碱，加强水利管理和开展水

利综合经营等方面，7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看到任丘社会主义农业、工业的迅速

发展；看到任丘由一个历史上的穷县，变成今天有名的石油城，这样翻天覆地

的惊人变化f看到在1963年，海河发生特大洪水时，任丘为顾全大局，保卫天

津和津浦铁路的安全，在小关千里堤破堤分洪，所作的自我牺牲和贡献，作为

一个任丘儿女，我为实现多年梦想而欢欣鼓舞，为任丘人民所表现出的这种高

尚风格而骄傲。

当然，在水利建设过程中，任丘也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也走过弯路和有



过失误，但我们总结了它，认识了它，失败的教训也就变成了财富，成为前进

的动力。

当我们满意地回顾任丘水利建设历史成就的时候，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

任丘也和其他地区一样，从工农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来看，水利建设任重

而道远。

首先洪涝灾害还没有得到根除。现有水利设施防洪除涝的标准还较低，如

遇历史上或超历史的特大洪涝，由于人I：／的增长和工农业的发展，其所遭受的

损失，必将大大超过历史。因此，应该积极提高抗御特大洪涝灾害的能力，以

保证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免遭毁灭性的灾害。

水资源缺乏，是华北、也是任丘四化建设和人民生活面临的一个严重危机。

随着工农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这个危机也将越来越严重。解决危机的

出路。在于开源节流。任丘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指靠在本市增加

多少水源，希望在国家的南水北调和引黄入淀上。但这要有个过程。因此，最

现实的作法，还是放在节流上。即使实现了引江、引黄也应如此。在农业上，要

加强渠道衬砌防渗，提倡科学灌水，按照作物不同时期和不同需水量，合理灌

溉；推广喷灌、滴灌、浸润灌溉等先进技术，以用最少的水量，夺得农业的高

产稳产。要大力提倡工业和人民生活节约用水，建立节水型的现代化城市，这

是全国，也是世界上的努力方向。希望任丘市能走在前面，创造出新鲜经验来。

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地上、地下的水质污染，也越来越严重。防治污染

水源，是水利和有关部门的共同任务。要通过行政的、法制的各种手段，防治

污染。这也是节约和增加水源的一个方面。

目前，水利工程老化，效益日益降低，这也是全国面临的共同问题，这有

自然的和人为的两种原因。因此，加强水利工程的更新改造和加强水利管理，是

延长工程寿命和保持工程效益的必要措施。这关键是要解决在水利工作中，长

期存在的“重建设，轻管理’’和“重工程，轻效益’’的认识问题。

要解决当前在水利工作中存在的上述问题，除了依靠政策和依靠科学技术

之外，必须大大增加水利投入。这除了增加国家的必要投入和动员广大农民坚

持不懈地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调动广大群众对水利建设和发展农业的社会

主义积极性之外，第三条渠道，就是利用水利设施所具有的水土资源、人力、技

术和机械设备，开展水、农、工、商、游综合经营，积极创造财富，，增加收入。

这是改善和提高职工生活的需要，是加强工程管理、提高工程效益的需要，是

不断积累财富，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发展水利建设的需要。通过

大力发展水利综合经营，达到自我积累、自我维持和自我发展，是我国水利广

大职工所创造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水利管理和水利建设之路。我希



● ⋯⋯ 一

’

望在任丘市委和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水利工作者在九十年代的深化改革

中，在学习武进的先进经验中，能在全区、全省、甚至全国，走在前面，树起

，-面鲜艳的红旗，这是全市60万人民的愿望，我这个40多年的水利老兵，翘

首以待这一天的及早到来，我相信这不会落空的。
。

李伯宁

1991年3月8日

【李伯宁，男、河北省任丘市惠伯口乡边关村人，1918年生。1938年3月参加中国共

产党。曾任肃宁县县长，冀中导报社副总编，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等职。新中国建立后，

1949年参加筹组水利部，在水利部和水电部工作40年，历任副司长、司长、副部长、常务

副部长等职。现任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主任。他还是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

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国花卉协会副会长，中国水利电力文学艺术协

会主席，北京杂文学会顾问。】 一



凡 例

、本志为记述任丘水利事业的历史发展与现状的专业志书。任丘县于1986年经国务

院批准改建任丘市，故本志名《任丘市水利志》。

二、、任丘市境域，按1986年任丘市行政区划范围。

三、年代断限，上限不作统一规定，尽量追溯起源；下限断至1987年，个别事项为求

得记述事物的完整延续到1988年。

四、本志本着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统合古今进行编纂。采用述、记、志、传、

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卷首有概述，正文采用章节体结构，卷末设大事记、附录

和编志始末。本志用语体文记述，配以图、表和照片。

五、对名称的使用，以当时称谓为准。文字较长的名称需使用简称的，在志文中首次

出现时用全称，夹注简称，后文可使用简称．，古、今地名不同时，夹注今名。

六、对数字的用法，遵照1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局等七单位《关

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七、历史纪年，1949年前用朝代和皇帝的年号纪年，夹注公元年号；1949年后使用公

元纪年。 一

八、计量单位，1949年前按当时使用的计量单位书写；1949年后采用公制。耕地面积

仍以“亩”计量，未改公制，以减少数字差错。 ，

九、海拔高程，使用大沽高程。使用黄海高程时，用括号注明。

十、注释，简单注释在文内夹注，复杂注释采用文末注。

十一、遵照“生不立传”的修志传统，本志不为生人立传。

十二、《水利艺文》，只收录有关任丘水利的，无关者虽佳不录。对文言文作品，将文

中繁体字改为简化字，并加标点，以便阅读。在作品前面标注作者署名。

十三、资料搜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资料，主要查阅河间府志、任丘县志和正

式出版的书籍刊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资料，主要查阅任丘市档案馆，市水利局资

料室、市水利局老同志工作笔记和调查访问取得口碑资料。

十四、记述事物时，注意准确使用县以下农村行政机构名称，1949年至1957年为区、

乡、村，1958年至1982年为人民公社、大队，1983年至本志下限1987年为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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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丘市位于河北省中部，沧州地区西北部。地处北纬38度33分至38度57分，东经

115度56分至116度26分。东邻大城县和文安县，西接高阳县和安新县，南与河间县毗连，

北与雄县交界。市境总面积1023平方公里。任丘油田于1976年开发，是华北石油的重要

矿区，华北石油管理局驻任丘市。1987年，任丘市共辖20个乡、5个镇、3个街道办事处、

412个行政村。总人口60．72万人(含农业人口50．89万人)，其中华北油田人口10．12万人

(含农业人口2．7I万人)。总耕地93．39万亩，任丘市农业人口人均占有耕地1．9亩。

任丘境内，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时期)，已有人类聚居。春秋战国时期，境

内建有虢邑、鄣邑、狸邑，间或属燕国和赵国，故任丘有“燕南赵北”之说。西汉时，境

内先后置阿陵侯国、鄣县、高郭侯国、鄣侯国，均属涿郡。汉平帝元始二年，中郎将任丘

为防海寇筑城，遂以其姓名为城名，始有任丘城。北齐(公元550年"-'577年)始置任丘县，

与鄣县同属河间郡。此后，任丘县多次撤置，直至元初复置后未再撤销。1949年10月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下简称新中国)，任丘县属沧县专区。1952年改属天津专区。1958年

任丘、文安、大城3县合并为任丘县，属天津专区，后属天津市。1961年分县恢复原任丘

县建制，属沧州专区。1986年3月撤销任丘县建立任丘市，属沧州地区。

任丘处于太行山东麓山前平原和渤海西岸滨海平原之间的低平原区。境内地势自西南

向东北倾斜，海拔由11．5米降至5．5米。历史上因洪水泛滥淤积，形成了南北数条带状缓

岗，其问大小洼淀星罗棋布。呈现岗、坡、洼、淀4种地貌。驰名中外的白洋淀，就是山

前平原与滨海低平原的交接洼地，位于任丘市境西北部，与安新等县共有。白洋淀水下泄

的唯一出口——枣林庄泄洪枢纽，白洋淀防洪主堤——千里堤均在任丘。任丘市处于抗御

白洋淀洪水的最前哨，对保卫天津市、津浦铁路、华北油田的安全负有最光荣的使命。历

史上白洋淀无数次的决口泛滥，给任丘人民造成了严重灾难。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初步治理

的白洋淀，已成为任丘经济发展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白洋淀以

其优美的自然景观，丰富的水产资源，重大的经济效益，被誉为“华北明珠”、。北国江

南’’，是国之瑰宝。

古代，滹沱河、弧河(沙河)，溏水(唐河)曾流经任丘。到新中国成立时，境内河流

尚有大清河、赵王河和古洋河。
’

任丘属于季风区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多年平均年降雨量550多毫米，年际变化

较大，年内分布不均，呈现明显的春旱、夏涝、‘‘秋吊”(秋旱)的气候特点。 ．

由于自然条件和政治等原因，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旱、涝、碱灾害异常严重。大

水之年，“陆地行舟”、“田庐漂没”、“禾稼荡尽”；大旱之年，“河淀无水”、“井泉干涸”、

“禾稼枯死一。河流两侧，大洼周边，遍布盐碱荒地。在频繁而严重的灾害下，粮食产量低

而不稳。黎民百姓，平时过着一糠菜半年粮”的贫苦生活，一遇大灾，背井离乡，外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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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者无数，有的饿死街头荒郊。

历史上，一些体察任丘水旱灾情和百性疾苦的官员，曾发动村民兴修水利工程抗御旱

涝灾害。唐代，开通利渠，泄洼淀积水种地，浚陂塘蓄水灌溉。宋代，筑“唐堤’’防溏、易

水患，“建阡陌，浚沟洫”，治理涝灾。元代、明代相继疏河筑堤，防御水患。清代，为使

白洋淀泄水通畅，开挖了新赵王河、大港引河，重修了月堤、里长等闸涵。这些工程，对

减轻当时水旱灾害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因工程数量少、标准低，不能从根本上抗御水旱

灾害。中华民国(以下简称民国)时期，连年战乱，堤防失修，闸涵废弃，工程面貌凋零。

到1949年，境内能够发挥效益的工程仅有：白洋淀千里堤和大清河秃尾巴堤，共计53公

里的防洪堤防；还有3200眼砖井，灌溉总面积不足万亩。由于抗御旱涝灾害的能力很低和

农业技术落后，全县粮食作物占地面积101．9万亩，平均亩产仅38．3公斤，总产3898万公

斤，人均占有粮食仅120公斤。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任丘县委员会(以下简称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领导全县人民，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大规模开展水利建设，除水害，兴水利，使任丘水利事业进入了新的

发展时期。到1987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 ．

第一阶段，从1949年至1956年，水利建设以防洪除涝为重点。新中国成立初期，百

废待兴，任丘县按照防止水患，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水利方针，把水利建设的

重点放在了修复堤防，解决洼地排涝和打井抗旱方面。从1950年至1955年，对白洋淀千

里堤进行了3次复堤修险，并整顿巡堤员队伍，制定堤防管理规定，加强堤防管理，使大

堤面貌焕然一新，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堤防抗洪能力。为解决低洼地排水出路，在县境

北部开挖了大清河南排水渠，东北部开挖了任文排水渠，将沥水泄入文安洼。这两条排水

渠的开辟，不仅减轻了当时任丘西部和北部的沥涝灾害，而且为以后建立排水系统彻底治

理涝灾奠定了基础。为了抗旱夺丰收，在南部高上地区积极发展砖井浇地；并两次在千里

堤龙王庙扒沽(豁口l，引白洋淀水浇地，对农业增产起到了促进作用。

第二阶段，从1957年至1964年，水利建设以发展农田灌溉为重点。任丘县委、县政

府为大力发展农业，从1957年冬至1958年底，在全县掀起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

相继在白洋淀千里堤建成七孔闸、十二孔闸等永久性引水工程，开挖了横跨任丘中部的任

文干渠和北部的古佛堂干渠，干渠两侧开挖了配套支渠和斗农渠数百条，共动土700多万

立方米，初步形成了南、北两大自流灌溉系统。同时在县境南部高上地区，开展了机井建

设。1958年底统计，全县有效灌溉面积发展到40．1l万亩，其中白洋淀水灌溉36．15万亩，

创历史最高纪录。此阶段水利建设的主要成绩是，建立了引用白洋淀水发展灌溉的工程基

础。但是，在水利建设中也出现了较大的失误。一是1958年冬，任丘、文安、大城三县合

并后的新任丘县，在‘‘大跃进”。左”的思想指导下，动员男女老幼几万人，开挖白马新河

(自白洋淀至静海县马厂减河)，计划引白洋淀水种百万亩水稻。由于对工程项目缺乏科学

论证和可行性研究，盲目施工，结果因工程规模过大，人力、财力不足而中途下马，加之

白洋淀春季水源不足，运调水不现实，造成了很大损失。二是1958年和1959年，任丘县

大面积种植水稻，利用半地上渠引白洋淀水自流灌溉，大水漫灌，有灌无排，引起地下水

位上升，招致土壤次生盐碱化，全县盐碱地面积由1957年的26万亩，猛增到1960年的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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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加重了盐碱灾害。

此水利阶段后期，1963年，河北平原洪水暴发，白洋淀出现几十年未遇的大水；遵照

省防汛指挥部的决定，为保卫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安全，任丘县服从整体利益，在小关村

北破千里堤分洪，境内平地水深2米，淹地77万余亩。1964年气候反常，春夏降雨量超过

常年近一倍，全县涝地77万亩。严重的洪沥涝灾害和次生盐碱化的发生，使任丘县委、县

政府和水利部门，深刻认识到千里堤防洪、内地除涝、地上水灌溉等工程，都需要提高工

程标准和完善配套。

第三阶段，从1965年至1980年，对旱、涝、碱三大灾害进行综合治理。1963年河北

平原的严重洪涝，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毛泽东主席于1963年11月17日为河北抗洪抢险

斗争展览会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毛主席的题词反映了几千万河北人民的心愿，任丘

县委、县政府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按照统一的规划和部署，对洪、沥：旱、碱灾害进行综

合治理，省、地搞骨干工程，县、乡搞配套工程。

为提高白洋淀防洪工程标准，任丘县多次分段对千里堤进行了复堤、修险和加固，使

堤顶高程已超过1963年最高洪水位将近1米，防洪标准达到了十年一遇。为加大白洋淀的

泄洪能力，保障千里堤安全渡汛，由河北省统一组织，在县境北部开辟了枣林庄分洪道，兴

建了枣林庄泄洪枢纽工程，使白洋淀的泄洪能力，在十方院水位10．5米时达到了2700立

方米每秒，比1963年时提高3．1倍。并实现了白洋淀水位的人为调控，7使白洋淀由一个自

然蓄、泄洪水的淀泊，变为一座由人支配蓄水、‘泄洪的平原水库。提高了滞洪滞沥、蓄水

灌溉、鱼苇生产、综合经营的效益，并为旅游业的开展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为提高除涝治碱工程标准，沧州地区组织任丘、河间等县对小白河、古洋河、任文千

渠等清南地区骨干排水河渠，先按三年一遇标准进行了疏浚，继而按五年一遇标准进行了

扩大治理。任丘县又集中力量，以搞会战的方法，对清南骨干排水河渠两侧的干支渠疏旧

挖新，基本完成了排水渠系配套工程。除涝标准达到了五年至十年一遇。在完善渠道自流

排水工程的同时，为加快沥涝排水速度，修建了许多排水站和排水闸。境内已形成了比较

完善的排涝工程系统。在除涝治碱工程建设过程中，对境内千亩以上的大洼进行了综合治

理。总结推广了牛村洼“水、田、林、路统一规划，旱、涝、盐碱综合治理”的经验，使

昔日“春天返碱白茫茫，夏天沥涝水汪汪”的低洼盐碱地，变成了“田成方、树成行、渠

路成网、旱能浇、涝能排、碱能治”的稳产高产农田，大洼治理收到了令人叹服的经济效

果。

r、 在发展农田灌溉方面，为避免地上水灌溉重蹈覆辙招致土壤次生盐碱化，采取了深渠

引水，机械扬水灌溉的方法。建扬水点，修节制闸，利用遍布全县的深渠河网，实行低水

位输水，扬水灌溉，把渠水位控制在地面以下1．8米左右，从而发展了地上水灌溉，避免

了次生盐碱化的发生。在发展地上水灌溉的同时，大力开发地下水灌溉。为此，建立了任

丘县机井建设指挥部，县委、县政府和公社、大队主要领导亲自抓机井建设，不断掀起机

井建设高潮，并组成打井专业队，坚持常年打井不停。到1978年，全县机井达到了8409眼，

创历史最高纪录。由于充分利用地上水，合理开发地下水，任丘灌溉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到

1980年，全县有效灌溉面积达到了71．84万亩的新水平．其中，地上水灌溉41．87万亩，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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