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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水是生命之源，水孕育一切生物，人类生存离不开

水，这是妇孺皆知的。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为稳定发展农业生产提供

了重要保障，农业生产离不开水利，这是实践证明了的。

然而，水利的功德不仅如此。水利为国民经济的稳

定、快速、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水利为城乡人民的

生活、生产、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水利已成为发展国民

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基础产业和基础部门。连云港市

和全国一样，水利事业为港城的繁荣昌盛作出了巨大贡

献。

我市地处沂沭泗水系下游，是著名的“洪水走廊”，历

史上，洪、涝、旱、渍、潮诸灾交替为害，农业生产水平低

下，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热切盼望除水

害、兴水利。但是，这一美好愿望，也是为生存而提出的

这一基本要求，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才得以实现。 ．

1948年11月7日市境解放o 1949年4月j 11月，

全市人民先后奔赴导沭整沂、导沂整沭北、南两个水利战

场，硬是在战后满目疮痍、生活极度艰辛的情况下，兴修
1



了新沭河、新沂河，开辟了洪水人海通道，初步解决了全

市“十岁而九”的洪涝灾害。同时，也为全国大规模的治

淮奏响了序曲，为新中国大兴水利拉开帷幕。此后，全市

人民男女老少齐上阵，年年冬春干水利，硬是肩挑人抬小

车推，吃瓜干子、菜干子，干出了“菜干子”河、妇联河、红

领巾水库等水利工程。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全市再

次掀起水利建设高潮，新建、续建了大批骨干水利工程。

经过50年的艰苦努力，我市初步建成了防洪、防涝、灌

溉、降渍、御潮五大水利工程体系，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

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然而，今年8月底的一场特大洪涝灾害给我们敲响

了警钟。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市的水利工程大多

兴修于50年代末和六七十年代，经长年运用，工程已经

老化。全市行洪河道、大中小水库、闸坝和海堤的工程标

准还很低，城市防洪形势严峻，洪涝灾害仍是我市的心腹

大患。我市是全省江水北调的供水末端，水资源严重缺

乏，旱灾的损失巨大，同时，海潮不时侵袭着沿海地区，水

污染程度不断加深。我们面临着洪涝灾害、干旱缺水和

水环境恶化三大威胁。因此，我们必须兼顾防洪、水资源

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建设三个方面，把治理开发与环境

保护和资源的持续利用紧密配合起来，坚持兴利除害结

合，开源节流并重，防洪抗灾并举；坚持涵养水源、节约用

水、防止水污染相结合；坚持以改善生态环境为根本，以

节水为关键，进行综合治理；坚持从长计议，全面考虑，科
2



学比选，周密计划，合理安排水利工程。

新世纪的曙光即将来临，2l世纪，我市要建成为区

域性国际贸易中心，环境优美的旅游中心，现代化交通枢

纽和国际性海港城市。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有水环境的可

靠保障。我们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我们应进一步提

高对水利的认识，搞好水利建设规划，加大水利资金投

入，加快水利建设步伐，加强水利工程管理，提高水利工

程标准；我们必须坚持防洪保安为主，洪涝旱渍兼治，突

出开发利用水资源，加快山丘区治理，发展节水灌溉，推

进科技兴水，把水利事业提高到一个更新阶段，让水利为

全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连云港市

水利局组织编纂出版<连云港市水利志>，其意义不仅在

于对我市水利事业的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更在于

为我市今后的水利建设、管理提供历史借鉴，指导当前和

以后的水利工作。在<连云港市水利志>正式出版之际，

谨陈己见，是以为序。

中共连云港市委副书记郑顺成

200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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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一 。 例

一、本志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

实事求是地记载全市水利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

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注重反映时代特征、地方特色和行

业特点。 ．

二、本志记载的空间范围为2000年连云港市全境；

记载的时间下限一般为1990年底，部分水文统计资料为

1990年后，图、照片、概述、行政领导延至2000年，上限

力求追溯事物的发端。 ．+

三、本志遵循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取材原则，重点

记载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水利事业。

四、本志遵循以事分类、横排纵述的修志传统，采用

章节体，节下一般设目，部分内容较多的目分子目，编排

顺序力求体现事物的内在联系o
’

五、本志采用图、照、文、表、录等表述方式，以现代语

体文表述为主，数表随文而设，图照集中置于文前，附录

殿后。
‘

六、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旧纪年号

并括注公元纪年，每一纵述部分中同一年号出现两次以

上者在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1949年10月1日后
’

1



统一使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计量单位建国后执行国务院1984年2月

27日发布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

令>，建国前力求使用公制。数字书写以国家语委等七部

门1987年1月1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

行规定>为准。历史上的货币单位沿用旧值；1955年3

月1日前使用的旧人民币一律折算为新人民币值。

八、本志记载历史上的行政区划、建置名称、机构名

称采用当时称谓，现地名以市县民政部门出版的地名录

为准。
’

九、本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为建国前

(后)o志中简称的“党”、“党委”、“市委”、“县委”等指中

国共产党及其地方组织，国家、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或

省市县人委指人民政府及其地方政府，“文化大革命”时

期的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

十、本志中的地面高程以废黄河零点为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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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 述

．连云港市位于江苏省的东北部，地理坐标为北纬

34。07 7～35。087，东经118。24’～119。55 70全市地处淮沂

沭泗河水系尾闾，背山面海，因建有海港连云港而名市，

是陇海铁路的东端起点，为新亚欧大陆桥的东方桥头堡，

是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民国37年

(1948年)11月7日全市解放，属山东省鲁中南地区专员

公署管辖。1953年元月1日划归江苏省，隶徐州地区专

员公署。1961年10月1日更名为连云港市，1962年6

月2日升为省辖市。1983年1月18日辖赣榆、东海、灌

云3县和市区o 1990年，全市辖赣榆、东海、灌云3县和

新浦、海州、云台、连云4区及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1996年7月，增辖灌南县。全市国土面积7443．9平方

千米。

全市属湿润性季风气候，气候温和，年均降雨约890

毫米，雨量较少，淡水奇缺，洪涝旱潮灾害频发。地势由

西北向东南降低，地貌为西部低山丘陵，中部平原，东部

滩涂。全市山体214座，干支河道58条。历史上属淮河

支流沂沭泗流域下游。自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黄河

夺淮至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北归山东大清河人海，
1



其问661年，大量泥沙下注，下游河道淤塞，水系紊乱，淮

河尾闻被夺，沂沭河诸水基本上与淮河分流，洪水主要由

六塘河、善后河、蔷薇河等分别于灌河口、临洪口人海，水

旱灾害增多，1945～1949年连年洪水，民众处于灾荒之

中，生活困苦，生存困难。新沭河、新沂河开挖后，沂沭泗

流域7．96万平方千米的洪水主要由此入海，仍是名副其

实的“洪水走廊”，洪涝、干旱、海潮是全市三大自然灾害。

连云港市水利历史源远流长。夏朝初期，淮河、沂河

已经治理，地处下游的羽山、云台山地区开始兴建农田排

灌沟洫。殷商末年，开始兴建沟渠配套的井田。春秋、战

国时期，朐山(今锦屏山)地区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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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沿海农田水利建设已具相当规模。

北齐天保年间(550--559年)为保护州东沿海农田，开始

大规模修筑海堤，并向除害兴利方向发展，可外挡卤潮，

内引淡水，灌溉农田。 ．

隋、唐至北宋为古代水利建设的兴盛期。隋开皇年

间(581～600年)筑万金坝、西捍海堰、捍海防。唐开元

年问(713--741年)筑东捍海堰、永安堤。北宋时期筑石

湫堰、洪门堰坝、银山坝，挡潮工程建设不仅数量多、规模

大。而且兼有蓄水、灌溉、济运、连接陆路交通等功能。在

此期间，农田水利建设普遍发展，引水灌溉工程大量兴

建。’北宋天禧四年(1020年)淮南劝农使王贯之率民浚

河、开渠、修堰，导海州石闼堰水入涟水军灌溉农田；神宗
2



年间(1068～1085年)朐山县令刘彝“筑陂池，教种艺”o

与此同时，水运工程和水工技术亦有较大发展。唐武后

垂拱四年(688年)开挖漕河(今盐河)；唐宝应年间(762

～763年)东海县令李知远“以铁数万斤”处理软土地基，

修复官河堰坝；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大规模疏浚州境

内官河。
。

南宋时期，海州战事频繁，农田水利建设转趋低谷。

绍熙五年(1194年)黄河开始长期夺泗夺淮，侵占破坏了

淮沂沭泗原有水系，从此洪涝不分。海州洪涝灾害剧增。

元代初期，元政权颁布“涟海屯田法”，鼓励百姓开垦

荒地，农田水利建设开始回升。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

年)起，海州战乱频繁，水利设施迭遭破坏，水利建设再度

衰落。

明、清中兴时期，地方官府为发展农业生产，保证赋

税征收，比较重视兴修水利。在此期间，为防治卤潮灾

害，先后兴建王公堰、新坝、官河坝、沙湾河坝、洪门闸、托

山庙闸、大村堰、板浦堰、杨公堤、刘公堤，并五次大修万

金坝。明弘治八年(1495年)后，黄河全流南下苏北，海

州洪涝灾害加剧，以防洪除涝为主的治水活动开始跃居

主导地位。据统计：自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至清道

光十九年(1839年)，地方官府对区域引排干河共进行51

次工程治理。在此期间，水利工程管理、水工技术和农田

水利均有长足进步。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开始

设库坝官，专职管理闸坝启闭、蓄泄事务；清康熙四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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