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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港闸区农水局撰写的《南通市区水利志》，现已定

稿，即将付印。该书汇集了原市区水利方面的大量资料，经

过整理分析，按照专业志的编纂要求，确定篇目，系统综述，

从中可以了解列市区水利建设的厉史和现状．，既起封了志书应

有的“资政，存史、教化弦的作用，又是一部具有地方性，实

用性的工具书。 ．

南通建城已有一千余年。追溯历}史，在封建王朝统治时

期，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缓慢，历代地方官员在水利建设

方面兴利除弊为民称道，虽不乏其人其事，但志书留下的，

更多的是水旱灾害的记录。民国以后，张謇兴办地方事业，关

注水利建设，．聘请荷兰专家规划设计，筹集资金，组织实施，

其所兴办的水利设施，包括沿江的石楗和涵闸，对市区的防洪

排涝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少设施，不仅当代受益，也惠及后

世0·
●

解放以后，南通市区水利建设和全国各地一样，有了很大发

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农民意气

风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搞水利建设，高潮迭起。据统计，

从1949年到1989年的40年中，南通市区水利工程累计完成土方

3207万余立方米，石方36万余立方米，混凝土方2万余立方米，

市区的水利面貌有了根本改观，抗灾能力有了很大加强。我们

充分肯定解放以来南通市区水看Ⅱ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列为南

通市区水利建设作过贡献的人们表示由衷的敬意。

南通市区是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通市区的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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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不仅关系到郊区的农业，也关系蓟城市的防洪排涝和城市

生产。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南通市区建成区的面积逐年扩大。在

城市扩大的情况下，对原有的河道水系难免要有一些必要的调

整，但切不能任意填塞河道，报废涵闸，打乱水系。这方面的

教训已经不少，必须引起重视。当前，南通市正在修编城市总体

规划，未来的南通市将是一个百万人口规模的现代化的港口和

工业贸易城市，市区建成区面积将扩大到100平方公里，比现在

扩大约一倍。希望在今后的城市建设中，重视原有水利设施的

保护和利用，对确需调整的，要认真调查研究，科学决策。在
‘

这类问题上，阅读这部水利志，将有所裨益。

笔者曾在原郊区工作二十年。1981年劐市里工作后，对郊

区水利建设仍诸多关注。值此《南通市区水利志》即将付印之

际，略抒管见，是为序。

、 。 徐 虎

．， 1995年7月

注l徐虎同志曾任南通市郊区人民政府区长、南通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南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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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系统、准确地论述

南通市水利事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发挥“资政，教化，存

史打的功用。

二、本志记述范围为南通市区，不含经济技术开发区。

三、本志详今略古，上限追溯至市区水利之始，下限迄止

于1990年底。“解放前”、“解放后"，以1949年2月2日南通

解放为界； “建国前刀、“建国后打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为界。
‘

。‘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国、表，录等体裁，设概

述于志首，列大事于述后，附录置志末，表格随文行。

五、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辅以纪事本末体。
’

六、本志历史纪年、统计数据、数字书写、计量单位的使

用，均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全区总量统计以国家统计部门核定

者为准。

七，本志记载的地面高程统一为吴淞基面，蓄水量计数以

正常水位为标准。 ，

八，本志资料经审定后载入，．文中一般不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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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南通市区i翟两千年前还是一片海洋。人类砍伐长江上游

的原始森林，造成大量的水土流失，挟带泥沙的江水下泄至海

口，因地形骤然放宽，流速顿时减慢，以致泥沙沉积，逐渐淤

淀成为沙洲。南通市区的前身胡逗洲，就是长江I：1外海洋中无

数个沙洲之一。据《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记载。 “胡逗洲

在县(指女嗥县)东南二百三十八里海洋中，东西八十里，
南北三十五里。上多流人，煮盐为业。梁太清六年(即

天正六年)，侯景败走，将北赴此洲，为王僧辨军入所获。移

又查《梁书·侯景传》卷十六。侯景“自沪渎入海至壶逗洲

(即胡逗洲)，前太子舍人羊鲲杀之，送死(尸)于王僧

辨”。这两段文字印证胡逗洲在公元552年确已形成。不过，

这块沙洲当时还在海中。

胡逗洲后与东边的南布洲等八块沙洲合并，成为通吕水脊

区。该区东西长一百五十里，南北宽四十里，平均地面高程为

五至六米(吴淞基面，下同)，比南面的启海平原和东北的三

余垦区要高出一米。唐代，这里设置浙西狼山镇遏使。《资治

通鉴》卷二百五十二， “唐售宗乾符二年(公元865年)浙西

狼山镇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有战功，节度使赵隐赏以职名，而

不给衣粮。郢等论诉不获，遂劫库，兵作乱，行：收党众近万

人j攻陷苏、常，乘舟往来，泛江入海，转掠二浙，南及福

建，大为人患万。当时，狼山很有名气，但未正式建制，仅是

个军事据点。四周仍是海洋。 ．



扬泰吉砂嘴和北岸砂嘴涨接，使与通吕水脊区隔江相望。

唐代末年，北岸砂嘴又和通吕水脊区涨连成一体，海岸线不复

存在，而被江岸线替代。

五代时，这里为吴国管辖下的地方武装势力姚氏家族所割

据，‘公元920年，姚氏在这里筑静海都镇城，辖丰乐(东洲)，

大安(布渊)、崇明(顾俊沙)和狼山等地。

后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正式设置通州，辖静海，

海门两县。

北宋宝元年间(公元1038--1040年)，通州西境面临江流

冲击的威胁，通州判任建中在城西筑了一条长二十里的长江堤

防，民间称为“任堤”。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

政事，开始变法，农田水利建设出现高潮。沿江农民大量围

垦，利用涨潮把挟带泥沙的江水引入圩中，退潮后泥沙淤淀下

来形成圩田。高太后掌政(哲宗元祷年问，即公元1086--1094

年)，新法被废止。高太后死后，哲宗亲政，又兴起农田水利

建设高潮，继续淤田开港。这时的圩田，大部分是私圩，有的

以姓氏为名，如范家圩，曹家圩等，‘有的以地形为名，如靴头

圩，井字圩等。

南宋时期(公元1127--1279年)，圩田技术有所提高，圩

高五尺至二丈，堤顶有路可行人，圩内水沟纵横相通，利用水

车车戽，司排泄田间积水，亦可引水灌溉。

元代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二月，设司农司。十二月，

改设大农司， “专掌农桑水利”，并颁布“农桑之制十四

条弦， “凡河渠之利，委本处正官一员，以时浚治。农民力不

足者，提举河渠官相其轻重，官为夺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

造水车。贫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给之⋯⋯打沿江农民开辟耕

作沙田。这些土地，虽因江水涨落，出没不常，不能当作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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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作的庄稼地，但垦辟简便，地力肥饶，灌溉方便，农民乐手

耕种。
’’

r．

明清两代，沿江圩田继续稳定发展。明嘉靖十九年(公元

1540年)建造唐家闸，起防洪保灌作用。
’

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南岸常阴沙一带的沙洲扩

‘大，江水对北岸的冲刷增强，从九十亩口至裤子港长四十里的

江岸被大量坍蚀，平均每年坍地十平方公里。《南通县图志

稿·工程志》记载t“昔时所失地谓，前此距城西南最远者二 。

十里矣，近者十余里，今则姚港距城仅八里，鸟道仅五里。移

民国初年的1911年至1926年，以张謇为首，聘请中外水利专

家，维修江堤，新筑丁坝，建造涵闸，增设了大量防洪保滩工

．程。
’ ’

解放后，从长江到内河，实行连圩并圩，高低水系分开，

加高培厚江堤，增筑沿江丁坝，新建入江涵闸。1950--1954

年，着重江堤培修，出工万人，完成土方一百万立方米，新建老

鸦口，芦泾、八十六丈，小洋港等涵，将江洪海潮挡在门外。

1955年在褚准，学田两乡试办电力灌溉站。1956—1970年，兴
。

办国营电力灌溉站三十二座，机组六十四台，灌溉面积四万八

千亩，占耕地面积的一半，粮食单声提高每亩三百六十斤。八

十年代，电灌站由大改小，灌溉面积达七万亩，粮食单产增加 ．

一倍。“五五”、“六五弦建设期间，开展以平田整地为中心

的水系调整，共开挖和疏浚河道二百多条，总长三百公里，兴

造一批涵闸桥梁，对所有河道实行分级控制，使农田水利建设

提高一个新水平，促进农业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

’“七五打建设期间，重点进行河道疏浚，共挖土方一百五

十万立方米，恢复河道标准，改善灌排条件，还促进乡村工业

的发展。

1980--1990年，长江岸线任港至龙爪岩段发生十多次崩
’

；



坍。每次崩坍后，都能分析原因，拟定方案，及时整治。

1984年起，正常开展水利工程水费的核订、计收和管理工

作。
’

。

1988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正式颁布实施。

全区开展水利工程普查建档工作，使水利步入全面管理的轨

道。

建国以来，市区水利建设取得巨大成绩，形成了通吕运

河、通扬运河为骨干的水系，旱能灌，涝能排、洪能挡，渍

能降，水位能调节，有效地确保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四十年共

完成土石方量3240万立方米，总投资1620多万元。

叁＼、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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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 958年

正式设置通州，辖静海、海门两县。因筑城，开挖护城

河，即濠河。

1038—1040年

通州判任建中在城西筑长江堤防，长二十里，称“任
堤弦。

‘

．

1056一1063年

静海知县张次元，从任口闸北开运河接通白蒲。与此同

时，淮南江浙荆湖水制置发运副使徐的，调兵夫浚治泰州，通

州，海安，如皋各漕河，至此该河成为从扬州直达通州盐运，

漕运干道。

1069年

沿江大量围垦，引水淤田。

．1081年

8月，大风雨，漂没沿江庐舍2736间，农田受淹。

1186年

6月，大旱。
、

"38年 ．

旱。
‘



1269年

始凿通吕运河自通州经金沙至余庆场。．

1301年

8月，台风过境，江浪高四五丈，沿江农田受淹，住房被

毁。
+

1341年
‘

洪水，淹死1600余入。
’

1 360年 ．

旱灾。

春，

1471年

． 1472年

暴雨成灾。

151 2年

8月，风雨大作，高潮倒灌，淹地漂房。’

1515年

5月，龙卷风、毁房400间。

1539年

6)1，台风过境，沿江农村受灾，淹田淹房不可胜计。

‘1 540年

建造唐家阐。

1566年

唐家阐被洪水冲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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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7年

逐年涨沙形成的一块新地，取名九圩港，位于市区最西

部。 ，’

一

●
。

8月，台风过境，

重建唐家闸。’’

8月，台风过境，

大早。

1582年。

淹田死人。

1596年

1628年

沿江农田坍没水中。

1 839年

、

， 1 840年

大旱。
、

1641年

大旱，溪河涸竭，蝗虫复生：

、． 1 651年

5月，雨涝。 ．

．

．

1861年

8fl，洪水泛滥。

-
1 671年

’

7月，旱。

1860年

沿江自九十亩口以东，岸线开始发生崩坍。
●

，

“

1905年

天生港入江处建造水闸；入通扬运河处重建唐闸船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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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07年 ，

11月15日，州牧查勘沿江坍势，认为芦、任沿江地， 描沙

松水悍，日见坍倾，，，建议修筑“锐形尖堤打约六十座， “以

杀水势矽，需银五、六十万两。江督端批示；“工费过巨，就

近筹议。矽

1908年

2月，张謇请派工程师查勘，拟垦电饬上海浚浦工程师奈

格(荷兰)来通。

5月14日，奈格至通，先后察勘五次，写出《通州建筑沿

江水楗保护坍田说明书》，建议修楗9条，用塘柴木垫沉石法，

需银五十万两。

6月，开始测量《通州沿江形势图》。

1910年

1月，瑞典河海工程师霍南尔偕同施美德等人赴通察勘形

势，并建议修堤筑楗。

5月16日，6月28日，7月3日，通州牧会同保坍会召集绅

民，在庙港筹议借款筑楗。

10月2日，通州议事会呈州牧，要求以官厅名义，向大清

银行商借，用任、庙、姚、天生四港田地500万步(折合2万

亩)作抵。

10月21日，上海道刘燕复电。“沪上情形，自顾不遑，遵

嘱一节，心余力绌，歉然。”

1 911年

8月lO日一12日，洪灾，江水淹至西门外。

8月31日，议长张謇致电度支部、民政部等。

9月5日，度支部复电。“虞齐电均悉，筑楗卫田，事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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