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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水利志

Q匠)
西青区水利志

西青区水利志编纂委员会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天津水利志

引滦人津工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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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东丽区水利志

卷十津南区水利志

卷十一西青区水利志

卷十二北辰区水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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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正当西青区开始第二次创业的关键时刻，《西青区水利志》问世了，这是西

青区水利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西青区水利志》是天津市西青区水利发展史上的第一部专业志书，这部

志书，厚今薄古、详略得当，横不缺项，竖不断线，翔实记载了西青区有史以来

历次治水史实，讴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

区广大人民群众挑河筑堤、引水修渠、排咸治碱、兴修水利、根治水患的艰苦卓

绝的光辉历程。

特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西青区的水利事业突飞猛进、

迅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已成为

人们的共识，抗旱调水、防汛排涝、水利建设已成为发展经济、振兴西青的重要

环节。

《西青区水利志》文笔流畅、内容翔实，集文、照、图、表、录于一体，是一部

不可多得的专业教科书。

“以史为镜，能知兴替"，《西青区水利志》的出版，对今后存史、资政、教化

必将取得有益之助，是一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佳作，推荐读者，值得一读。

谷孝思

一九九五年五月



凡 例

一、《西青区水利志》为西青区水利专志，是有史以来首次纂写，故上限追

溯至有文字记载，下限断至1990年。

二、本志以类系事，以事立篇，全志分10章，章下设节，节下有目，约计30

万字。概述领《志》，《志》首立序，章末载大事记，后附《编后》。

三、本志依历史阶段、年代顺序加以记述，以志为主，辅以图表及照片，图

文并茂，力求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可读性于一体。

四、本志引用历史资料时，一般抄录原文，并加引号；．志书中所有数字均依

照区统计局及水利部门的历史资料。

五、本志凡简称“党"，均指中国共产党，凡称“党支部”、“党委"、“区委”均

指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凡称“政府"、“人委”均指人民政府，凡称“革委会”或

“革命委员会’’均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各级政府。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简称建国前)以朝代、年号纪年，括注公元

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简称建国后)以公元纪年。

七、各个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及地域名称，均沿用旧名，必要时加注今名。

八、本志计量单位，历史上依时制，史料中的旧计量单位如：石、斗、尺、丈、

斤、里等；现代以公制，一律采用国家公布的计量单位，如：毫米、米、公里，公

斤、吨，平方米、立方米等。面积仍沿用“亩"(1亩=0．007公顷)。 ．

九、志中水准高程点习惯用大沽基准，故不另注释；文中亦有用黄海高程

处(另加注释)。二者换算：大沽高程=黄海高程+1．514米。

十、本志征文包括征序、艺文、引用旧志碑记、谚语等，在文后注明作

者姓名或加“作者简介”。

十一、本志中“根治海河指挥部”指1963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一定要根

治海河"号召以后，所开展的治理海河工作机构。

十二、本志除收录的古碑文、原禀均原文抄录、沿袭繁体字外，一般采

用简化汉字，对古碑文等注明出处。



十三、西青区历经建撤分合，称谓曾多次变更，如：河北省天津县之五、

六区，天津专区、静海县、津西郊区、西郊区、河西区、南开区、和平区、西

郊区，1992年3月更名为西青区。为与史实相符，凡志中涉及区、乡(镇)、

村名时，一律按当时称谓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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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述启篇，提携全文。居高瞻望，纵观历史，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

帝到于今，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

水，历来是万物生灵的源泉，千百年来，古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

入"的历史典故，亦有“郑国渠"、“都江堰"等古今闻名的水利工程，更有

近代史多少炎黄子孙为兴利除弊、变水害为水利，曾与水患搏斗之举，在中

华大地的沃土上指点江山。但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海河流域，源远流长，追溯历史，变幻万千，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江河

横溢、泛滥成灾，百万大军挥锨上阵、移山倒海、气吞山河，更显中箍埭木

色。

西郊区与市区毗邻，居一衣带水、唇齿相依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以前，洪、涝、旱、碱四大自然灾害接踵而来，屡屡发生，贫民百姓苦不堪

言。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发图强，自力更生，

战胜自然灾害，推进历史进步，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地理位置：西郊区位于天津市区的西南端，地处北纬38。49729”"39。107

34，，，东经116。51 753""117。20’，东邻市区，东南隔卫津河、马厂减河与南

郊区相连，西及西北与霸州、武清县接壤，北隔子牙河与北郊区为邻，南隔

独流减河与静海县相望。

区政府设在杨柳青镇，区辖七乡二镇，有160个自然村。全区总面积

570．8平方公里，总人口3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3万人，有耕地面积24．7

万亩、林地面积2．5万亩、果园面积3．1万亩，合计30．3万亩。在耕地面积

中，水田2．3万亩、旱田22．4万亩(包括水浇地20．5万亩，其中菜田6万

亩)，另有淡水养殖面积7．7万亩。

自然地理特征：西郊区处于冀鲁滨海区，系冲积海积平原。中亭河在西

郊区西北部，自霸县杨芬港穿过东淀于杨柳青西河闸汇入子牙河，境内流程

8．482公里。该河以北为大柳滩地区，地势较高，在海拔6．0米左右(大沽水

准)。土壤为沙质潮土，沙土厚度在1．5米左右，地下水位在2．0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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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河与子牙河在西郊区西南部第六埠村处交汇，一支通过进洪闸进入

独流减河，沿西郊区南部区界流入北大港，经工农兵挡潮闸泄入渤海，在西

郊区流程43．7公里；另一支子牙河沿第六埠村北上，穿过西郊区北部地界，

途经杨柳青镇、西河闸，汇入海河干流，在西郊区流程23．4公里。该河以西

为东淀地区，历来是泛洪区，地势低洼，海拔4．O～5．0米(大沽水准，下

同)，土壤为中壤质潮土，地下水位在1．5米左右。

南运河原系古航道，20世纪60年代末期，由于上游水源不足，特别是

1968年独流减河扩浚后，南运河穿越独流减河的三箱涵洞因此废除，截断上

游水源。现已作为西郊区骨干农用水河道。

西郊区地形窄长，西北趋向东南，南北纵长48公里，东西横宽平均11公

里(北端最宽处28公里、南头最窄处约4公里)。地势亦由西北坡向东南，除

去大柳滩地区3．45万亩以及东淀地区4．116万亩的地面高程达5．0"-'6．5米

以外，其余69．961万亩土地的地面高程由杨柳青地区的5．0米，至王稳庄地

区坡降到3．0，-．4．0米，而西大洼地区为2．0米。由于海河水系历年冲积的影

响，致使西郊区地形起伏、其间形成数处封闭洼淀和垅岗，洼地最低高程约

在2．0米左右，土质多为中壤质潮土，东部地区多为盐化潮土，地下水位在

1．5’米左右。
‘

气候特征：西郊区属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雨量集中。春

季干旱多风，夏季潮湿多雨，秋季天高气爽，冬季寒冷少雪。这是由于冬季

受极地大陆性气团控制，属性寒冷，盛行西北风，降水稀少；春季仍受极地

大陆性气团影响，气温增高，蒸发量大，多风，降水仍然不多，形成春季干

旱现象；夏季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向西北推进，暖湿空气与西来干冷气团相遇，

其交界线往往经过或停留本区，形成降水，时间一般都在7月至9月，主要

集中在7月下旬和8月上旬(俗称7下8上)；秋季10月份以后，太平洋副

热带高压逐步后退、极地大陆气团逐渐加强，重新控制西郊区，降水减少，如

此周而复始、往返发生。历年平均气温11．6℃，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26℃，

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一5．1℃，极端最高气温40℃(1972年6月10日)，

极端最低气温--24．2℃(1966年2月2日)。初霜冻约在10月下旬，终霜冻

约在4月中旬，无霜期一般约为192天。

西郊区年最多风向为西南风，但季节分布不同，冬季多西北风，春秋雨

季盛行西南风，夏季以东南风为主。前半年各月的平均风速大于后半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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