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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海州区水利志》编印出版，是海州水利史上一件值

得庆贺的大事。 ．

海州位于黄海地区东部，居沂、沭、泗水系最下游，地

势低平，东近黄海，北有沂蒙山来水压境．，西有马陵山洪

水汇集，向有洪水走廊之称。自古以来，水利治废与海州。

兴衰关系至大。故历代州官对海州的治水方略以“疏

浚”、“导洪”为主。仅蔷薇河自明朝开国(1368年)至海

州解放(1948年)不足680年的时期内，大规模的治理疏

浚就达17次之多，平均30多年1次，但不奏效，“时浚时

淤”，涟河、石湫河屡浚无效“淤成平陆”。盐河亦名存实 ．

． 。矿

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海州区采取“全面规划，综

合治理”的治水方针。导沭整沂后，九浚蔷薇河，三疏盐

河，三导古泊河，开挖玉带河、八一河、五道河和烧香河，

兴建河网工程、水土保持工程以及众多的电力排灌站、

涵、闸、桥、渡槽、倒虹吸等配套工程，形成以沂沭河为依

托，以蔷薇河、盐河为主轴的两纵(蔷薇河、盐河)、四横

(玉带河、八一河、五道沟、古泊河)、西供东泄的水系格

局，使得海州地区水源常年不竭，成为稻麦两熟、果菜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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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多种经营发达的农业区。

《海州区水利志》立足当代，详今略古，较为系统地记

载了海州由水患到水利的演变过程，严谨翔实地记述了

海州近2000年抗御洪、涝、旱、渍、台等自然灾害的诸多

历程，特别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励精图治、科学治水的光辉业绩。

《海州区水利志》忠于史实，力求资料性和科学性的

统一，将对今后海州的水利事业起到非常有益的借鉴作

用。

“志随政出，系之于政，用之于政”，希望12万海州人

民继往开来，奋发图强，投身于依法治水和科学治水的宏

图大业，在海州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谱写出更加壮丽的治

水新篇。

2

海州区人民政府区长 李国章

1999年lO月



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

、

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详今略古，记

述海州水利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记述范围为现行海州区；为反映水利活动的

完整性，必要时，简略记述区外内容。

三、本志记事上限不定，尽力追溯至起始发端，下限

断至1990年底，水政管理章中个别事件延至1991年。

四、本志篇目设置立足现代科学分类和地方特点，横

分门类，纵述古今，全面记述区内水利活动的发展过程。一

’五、本志文体采用记述语体，语言力求简明、朴实、准

确、通俗，符合志书规范，并适当使用图、表。

六、本志对1949年以前用朝代纪年，括号内加注阿，

拉伯数字的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采用公

元纪年。

七、本志统一使用1984年3月14日颁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计量单位》，使用历史计量注明换算值。数字使
· 1



用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及《关于出版物上数字

用法的试行规定》。

八、本志第一次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人民公

社”时用全称，以后简称“建国前”、“建国后”或“公社”。

本志凡简称“党”，均指中国共产党；凡称“党支部”、“党

委”、“公社党委”、“区委”、“市委”、“省委”均指中国共产

党组织。凡称“政府”，均指人民政府。

九、本志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为主，结合记事本末体。

十、本志资料采自文献、档案和口碑，经考证核实后

录用，志书中不注出处。当代统计数字，除采用区统计局

公布的资料外，其余均为市水利局、区农水局(农业科)各

个时期的档案原始资料。

十一、本志以废黄河“零”点为高程基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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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海州区地处江苏省连云港市市区西南部，位于北纬

34。25’45”～34。36 713”和东经119。04’17”～119。13’10”之

问。北面和东面分别与新浦区、云台区接壤，南面和西面

分别与灌云县、东海县为邻。全区南北长19．3千米，东

西宽南部为12．5千米，北部约4．0千米，总面积158．9

平方千米。其境虞、夏、商时为彭城域，春秋时属郯国，郯

国又隶属于鲁国，为鲁之东境，战国初先后又人过越国和

楚国。秦统一中国后属薛郡，设朐县，东魏武定七年(549

年)始称海州，辖6郡、19县，其后各朝设郡、置州、置县

沿革不一。辛亥革命后，改称东海县，并设行政专员公署

于海州，曾为(东)海、赣(榆)、沭(阳)、灌(云)的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20世纪初新浦崛起，中心北移，海州仅为

东海县之属区。1948年11月15日，成立以海州城为中

心的锦屏区，1952年7月改名为海州区，属于新海连市。

1983年6月，海州、新浦两区合并建成新海区。1986年

6月，新海区复分为海州、新浦两个区，隶属于连云港市，



区政府驻地海州西南路。区下辖三乡(新坝、朐阳、洪

门)、一镇(锦屏)、两个街道办事处(海州、幸福路)和三个

国营场、园(锦屏林场、洪门果园、孑L望山果园)。1990年

计有村民委员会43个，街道居民委员会22个，总人口

12．04万人，其中城市人口5．46万人。乡、镇人口6．58

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757人，1990年粮田、菜田、

果园总面积6833公顷，农业人口人均占有0．107公顷。

海州居黄淮地区东部，沂、沭、泗水系最下游，地势低

平，东近黄海，为洪、涝、潮、旱灾害多发区，人民为了生

存，曾长期与洪水斗争，除害兴利，促进了海州的繁荣与

发展。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朐山(今锦屏

山)地区已使用统一的陶制水管从事水利活动。秦汉时

期，开始兴建挡潮工程，开发沿海农田。魏晋南北朝时

期，海堤工程渐具规模，北齐天宝年问(550～559年)即

在州东沿海筑堤，外挡海潮，内引淡水，灌溉农田。隋唐

期问，除兴修大量海堤堰坝外，还于唐垂拱四年(688年)

开挖漕河，并在州南5000米(今锦屏镇境)开新沟(后名

石湫河)，沟通南北水道。北宋期问，在主要河口筑洪门

堰坝、银山坝、石湫堰、石闼堰等拦潮蓄水工程导灌农田，

并利用有利地形，“筑陂池，教种艺”，发展农业生产。南
2



宋绍熙五年(1194年)黄河开始夺泗夺淮，侵占破坏了

淮、沂、沭、泗原有水系，海州洪涝灾害加剧，田地荒芜，人

民多逃亡。元初颁布“涟海屯田”法，鼓励百姓开垦荒地。

明初海州治水活动以防治卤潮为主，先后建成了新坝、官

河坝、沙湾河坝、洪门闸、托山庙闸等挡潮工程。明弘治

八年(1495年)后，黄河全流南下，自此至清末，海州治水

活动转向以防洪除涝为主，仅蔷薇河自明嘉靖二十四年

(1545年)至清光绪元年(1875年)的331年中共疏浚整

治14次，平均不足24年一次。同期多次疏浚盐河，整治

涟河、王家沟河、高桥河，并开挖市河、甲子河，倡修圩田，

多开沟洫，消减水害。民国期问，对蔷薇河又作一次疏

浚，并导疏古泊善后河，因沂沭洪水出路未得解决，海州

一带仍处于十年九灾、民不聊生的困境。

建国40多年来，海州人民遵循毛泽东主席“水利是

农业的命脉”的教导，在“全面规划，综合治理”的水利方

针指引下，致力于治水兴利，为民造福。

1949～1956年，水利工作重点是根治洪水、初试除

涝。50年代初导沭整沂和导沂整沭工程竣工后，从宏观

上根治了流域性洪患。海州地区1952年蔷薇河下游裁

弯取直，涟河改道，1955年蔷薇河、盐河相继疏浚，1956

年开挖玉带河，同时对大沟级小河——黄泥河、陈户小
3



河、牛头河、磷矿小河、废石湫河等也逐一疏浚。并于

1955年冬和1956年春，在水涝严重的磷矿乡和棉场乡

试点开挖沟洫畦田1300多公顷，使耕作制度由一年一季

麦，改为两年三熟或一年两熟制，粮食平均单产比建国前

翻了一番。 ．

1957～1960年，贯彻中共中央“在7到12年内基本

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的方针，遵循中央“大规模开展

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海州地区各人民公社分别

组织三分之一劳力，集体食宿，以“大兵团作战”形式，大

搞平田整地、农田河网化，兴建条田、梯田和水库塘坝，三

年时间共整平土地3000多公顷，建缓坡梯田500多公

顷，开挖大、中、小沟300余条，建成小(2)型水库4座、塘

坝4座，完成土石方800万立方米。1961～1963年因自

然灾害影响，水利建设被迫中止，留下一些半拉子工程。

1964～1969年，贯彻“大寨精神，小型为主，全面配

套，狠抓管理，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的水利方针。海

州人民制订了锦屏山区水土保持治理规划和平原区河网

化规划。本着先急后缓，先易后难，先搞续建工程，后搞

新建工程，治理一片，成功一片，发挥效益一片的原则，每

年冬春大干一次，使一些半拉子工程续建完成，并产生效

益。

4



．

1970--1979年，贯彻全国北方农业 会议精神，海州

地区开展以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为中心的治水改土

运动，围绕刘顶、李圩、孙庄、沙杭、园林、洪门等40处电

灌站为主体的提水灌区，建成以玉带河、八一河、五道沟、

泊阳河为骨干的农田河网体系，并实施深沟密网、分割圈

圩，自排机排相结合，消除涝渍，走上了“洼地结合除游、

治碱、改旱作物为水稻”的治理路子。

1980～1990年．贯彻“加强经营管理，讲究经济效

益”方针，区、乡(镇)两级政府先后制订发布了水利工程

管理通知、通告、管理办法、管理细则，同时建立健全乡

(镇)水利管理站，成立区级水政监察所。并根据“谁建、

谁管、谁用、谁收益”原则，对全区水利工程实行区、乡

(镇)、村三级管理；对河道堤防、循环水渠道等重要工程

建立专业队管理；对一般水利工程和提水站实行专人责

任管理。同时还按国家规定标准征收水费，利用自身资

源开展综合经营。
‘

40年中，九治蔷薇河，达到2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

三疏盐河、三导古泊河，河道定位，河流通畅。并开挖了

玉带河、八一河、五道沟、烧香河(河源段)、龙尾河(上游

段)等河道。同时还兴建了新坝地区的双向引排四级河

网工程，锦屏地区的单向引水、双向排水三级河网工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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