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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水利

第一节汉江民挠

汉江(亦称襄111J 、汉水)及支流东荆河流经本镇北部边境，自西向东，全长

约 25 公里，汉水面积 8.572 平方公里，洲滩面积 56 平方公里(包括 80305 部

队农场、洪庙码头及黄场部份)。

一、张新民提演变

从北宋初年开始，张新洲滩上的居民就以家族为单位围以统堤抵御洪水。

到民国时期，保存完好的民挠，大部分始建于 1850 至 1900 年之间，有聂滩境

(时称大统)、黄家小境、张家小挠、炖钵挠、吕家坊、饶家月挠、彭滩挠、满天星

坊。前后经过 100 余年的时间，遭遇过 33 次较大洪水，其中特大洪水 17 次。

1849 年以前，当时隶属京山的聂滩挠和吕滩境均为汉江河北岸滩挠， 1849 年

(清道光二十九年) ，聂滩境杨堤湾溃口，河道北移，滩境南移，将聂吕滩与杨湖

滩连成一片。至 1851 年(清咸丰六年) ，河道北移1. 5 公里，南岸长墙渊、光泽

洲崩岸剧烈，迫使聂滩向南退挽围堤。 1862 年(同治六年)后又相继围成张家

坊，炖钵挠、黄家小境。 1885 年，江北槐家洲溃口，江水改道，永靖、彭滩成为

新旧汉水中间淤洲。 1895 年(清光绪十一年)老滩境又围成。

1956 年，张新乡将历史遗留下来的 5 个小挠的迎水面联成一体。从熊家

台北一里处的月亮台筑起，经新台、朋滩，两家湾后向南沿下河堤到张新场的

王河、榨台上经天井河绕向北过黄山，跨重集场与花土地交界延伸与月亮台结

口，形成一椭园形，全长 20 公里，取名张新月堤，并在天井河处修一防洪排涝

闸，取名和平闸。包括现在的吕坊、聂滩、熊咀、河堤、张新，总面积 18 平方公

里。 1975 年冬，废除所有民挠，新筑张新民统堤，上游起自汉江干堤张家湾，

下接汉江干堤巴家巷，全长 16.2 公里，呈弓背形而卧，总承雨面积为 33.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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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既保证了张新人民的正常生活和农田耕地的旱涝保收，又缓解了汉

江干堤的洪水威胁。

二、饶家月民提

饶家月民统堤围于光绪 17 年(公元 1891 年)。上起谢湾(张湾潭西) ，经

程家场(共和村一组北)、镇国山、下至黄家祠堂(黄湾一组北) ，两头与干堤相

接(围绕包括现共和村内汉江干堤南全境和王场中学、周矶砖瓦厂、水电厂、镇

砖瓦厂)。据史书记载，该境于光绪 21 年(公元 1895 年)、 29 年(公元 1903

年)、 1937 年和 1954 年四次溃口。此后，该民统堤纳入干堤修防。

附图张新民境变迁图

三、围埂及沿江大道

张新民统堤形成后，于 1981 年开始，各村又先后在堤外的汉江河滩和东

荆河滩上筑起外滩围埂，以便在一般洪水时保住已成熟的农作物和遇洪水特

大时争取时间抢收已成熟的农作物。其围埂总长度 322236 米，圈围耕地

19400 亩。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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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家境围埂 西起八户台，东至张新泵站，全长 3800 米，围埂高程 41 米，

净高 2 米左右，面宽 2 米，埂内面积 800 亩(吕挠村、聂滩村)。

聂滩围埂 西起张新泵站，东至河堤 5 队，全长 5000 米，围埂高程 41 米，

净高 2 米，面宽1. 5 米，埂内受益面积 4388 亩(聂滩村 3412 亩，河堤村 976

亩)。

杨湖滩围埂 西起河堤 5 队，南至代河闸，全长 9000 米，围埂高程 39. 5 

米，净高 1 米以上，面宽1. 5 米，埂内受益面积 5118 亩(杨湖村 3376 亩，代河

村 1751 亩)。

马湖滩围埂 上游起洪庙码头，下游至雷潭二队，全长 5236 米，围埂高程

40 米，净高 1 至 4 米，面宽1. 5 米，埂内受益面积 5995 亩(黄场村 2571 亩，雷

潭村 3424 亩)。受益人口 212 人，农户 41 户。

沿河滩围埂 上游起汉水与东荆河岔道处(时称三叉河)下游至赵台渡

口，全长 7300 米，围埂高程 39. 5 米，净高 2 至 4 米，面宽1. 5 米，埂内受益面

积 1935 亩(东荆村 1000 亩，沿河村 600 亩，赵台村 335 亩)。

赵家月围埂 上游起赵台渡口(东荆河) ，下游至东荆大桥南 500 米，围埂

高程 39 米，净高 2 至 4 米，面宽1. 5 米，全长 1900 米，境内受益面积 1100 亩

(赵台村 350 亩，荆桥村 750 亩)。

此外，还有滩田围埂 有些江边耕地未被围埂圈住，无法抵御洪水侵袭，

于是在围埂外又修筑了连成一体的沿江大道，既能抵御一般洪水，又方便收获

的农作物运输。于是使出现了民境外滩、汉江外滩和东荆河外滩三条沿江大

道，保护滩回种植面积 24426 亩，其中吕境 400 亩，河堤 1700 亩，杨湖 3500

亩，代河 4000 亩，黄场 2571 亩，雷潭 3424 亩，赵台 500 亩，东荆 1925 亩，沿河

1992 亩，荆桥 855 亩。保护了沿河一个村和雷潭一个组的村落，总农户 284

户，人口 1829 人，村落总面积 230 公顷。从 1983 年末到 90 年代初期，全镇总

外滩面积 41640 亩耕地中，除被围埂和沿江大道围起的 38267 亩耕地外，纯外

滩田仅剩 3373 亩，其中吕统 956 亩，黄湾 1992 亩，范新场 425 亩。 90 年代中

期，汉江右岸崩滩开始，不到 10 年，吕坊、聂滩、河堤、杨湖等村外滩田(无论围

埂还是沿江大道)纷纷崩人河中。仅杨湖村的近 4000 亩外滩田因崩滩仅剩百

余亩。从 2005 年开始，又开始了淤滩。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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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内挠和民统承雨面积

王场镇(1975-1987 年)总承雨面积 149. 354 平方公里，包括镇区境内江

汉油田部分，周矶农场部分，东风林场、高石碑三建等村、80305 部队共 9.058

平方公里，汉江、东荆河水域 9.653 平方公里。在实际承雨面积中，内统(即汉

江干堤内境)面积 73.885 平方公里，民挠(张新民挠堤内)面积 29.267 平方公

里，外滩面积 27.491 平方公里。

张新民统总承雨面积为 33. 274 平方公里(包括高石碑三建、蚌湖和

80305 部队共计 4.007 平方公里，干堤防护林1. 6 平方公里，民堤堤基和内护

脚1. 6 平方公里，共和、黄湾1. 788 平方公里，镇直 0.325 平方公里，张新 8 个

村的 27. 154 平方公里)。大境面积包括干堤堤基，民统面积包括民统堤堤基。

第二节堤防

一、汉江干堤

汉江右岸干堤始建于公元 907 年(五代后梁开平元年) ，由荆南节度使高

季昌主持修筑，上起荆门绿麻山(今沙洋附近) ，下至本镇至县城中间的深河潭

的沱埠洲，总长 65 公里，时称这段堤为"高氏堤"(其中东荆河堤段从龙头拐即

汉水与东荆河交汇处至田关闸 12 公里的堤段， 1935 年经长江水利委员会中

游工程局批准，列为汉江干堤修防)。经一千多年的加高、修整，形成今天的模

样。境内最早的汉江干堤走向为兴隆镇一高石碑一上蚌湖一下蚌湖一张湾一

谢湾一曹家台一东岳庙(今大修厂)一小堤上台一黎家台一黄家台一黄湾一余

家湾一黄家场一赵家台。其中张湾至黄湾段长 4270 米曾经过两次退挽。第

一次是清顺治十五年(1658 年) ，小堤上台西(现王场村 1 组西)段溃堤后，从

曹家台(现园林 1 组)至黄家台退 200 米越过冲口新筑堤坝，曹家台一东岳

庙一小堤上台一黎家台一黄家台一段废止。第二次是 1954 年饶家月堤(镇阁

山处汉右 231 +300 至 231 +900)溃口，洪水涌进多年未遇水的饶家月子后将

干堤冲垮， 1954 年底政府将饶家月堤纳入干堤修防，原张湾一谢湾一曹家

台一黄家台一黄湾段成为废堤。从张湾潭始，经程家场，镇阁山至王场养殖场

后与老干堤接头，全长 3300 米，比初始堤缩短 970 米，改道后的汉右干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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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干堤形状。建国初全区域所属干堤修防从窑堤的渊头(与荆门接壤的长

一上境之渊头)开始，经漳农、兴隆、沿堤、长市、陈岭、高石碑、三建、蚌湖、林

圣、园林、共和、黄湾、龙岭、黄场、雷潭、建新、东荆、赵台、幸福(荆桥)至田关

闸，全长 42.85 公里。

1949 年，在县政府统一安排下，每年冬春以 2 万左右劳力技人岁修， (渊

头一带由荆门县协修，完成土方 10 万立方米)。到 1954 年，共完成土方 375.

7 万立方米，其中蚌湖区完成土方 125.25 万立方米，将堤顶普遍加高 o. 9 米。

1964 年到 1969 年，按照省水利厅要求，又普遍加高 1 至 3 米，面宽 6 米，坡度

1: 3 ，内护 20 米，外护 50 米，另筑压浸台(高度低于堤顶 5 米，面宽 6 至 8 米) , 

全区共完成士方 345.89 万立方米。堤顶高程:渊头 45. 15 米，蚌湖 44.50 米，

洪庙 44.05 米。堤身总高度比 1949 年最低处加高 4.17 米。堤身内外坡均为

1:3 0 1976 年张新民统堤竣工，之后又被纳入干堤修防，从此，汉江干堤(桩号

从 246+600 至 230 十 950)15650 米的堤段抵御洪水的任务便由张新民统接

收，管理、防汛等事务从 1987 年开始作为第二道防线。

建国后设置长市分段和红旗分段负责管理修防。分段下设管养点 4 个

(长市、蚌湖、王场、范新)有管养人员 26 人，护林员 76 人。干堤上游堤顶高程

43.47 米，下游 39.85 米，边坡 1: 2. 5; 内护宽度 20 米，面积 1242 亩，植经济林

165000 株，造林时间从 1972 冬季开始;外护宽度 50 米，面积 3015 亩，植防护

林 445000 株，造林时间从 1960 年开始。

二、张新民提堤

汉江流经张新河段，水流端急，崩滩厉害，有"永进的相公台因搬迁不及，

大半台人家十日崩入汉江。代河、永进一夜崩走 18 副碾子于江中"的记载。

尽管多受水灾，田地崩座厉害，但洲滩所居人户还是不愿迁离洲滩，愿与之共

存。其原因是这里滩高士肥，只j\7](能收。有一首民谣可以作证"张新代河永

进洲，十年淹水九年收，只要一年收成好，狗亦不吃吏乞粥"经过两次大的变

迁，大湾裁直，泄洪顺畅，河床逐渐稳定。为确保小水保收，居民便萌生筑堤之

念。于是人们在各自的困地里依着地势筑起土埂，水涨埂加，逐渐形成一个个

的小民境。道光三十年 (1850 年) ，第一个由数个小境并成的大统一聂滩统

(现聂滩村)率先形成。接着在咸丰十一年(1861 年)又形成黄家小境(现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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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村中南部)。以后又相继围起了张家小境(现河堤村)、炖钵统(现张新场

村)。吕滩境(现吕统村)、大境(现熊家咀村)也于光绪二十一年 (1895 年)形

成。

6 个小境形成之后，因聂家场以上的河床不断向南推移，河滩崩塌十分严

重，人们无法控制，迫使聂吕两滩的民境在短短 44 年中 6 次推挽(公元 1923 、

1926 、 1932 、 1946 、 1963 、 1967 年) ，纵深达 1800 米。

解放后，汉江南北干堤每年都在不断地加高培厚，增强了抗洪能力。但只

要水位接近 41 米时，张新各小境就会受到威胁。因为堤身单薄，各自为阵，经

常溃口。 1956 年，张新乡政府组织张新人民将各小挠的迎水面联为一体，周

长 20 公里，统名取为张新民境。并在 O 公里和 20 公里之接头处修建了流量

为 4 立方米/秒的和平闸。因堤上居住者甚多，加高培厚受阻，又四面环水，防

汛劳力不足，还是不能抵御 41 米以上的洪水。仅 20 年间就有六年溃口，有的

年份连淹两次，造成得不偿失之局面。

表 10-1 张新旧民娓堤历年溃口情况统计表

涨水时间 溃口 溃口时间 最高 水位
溃口原因

年 月 日 地点 月 日 时 米
1949 9 1 虾子潭 元水位记载
1953 7 无水位记载
1954 8 8 11 3 41. 1 漫溃
1956 毛家堤 7 40.6 
1956 伍家墙 8 26 21 41. 3 
1958 7 22 。 42.55 漫溃
1960 9 10 13 42.63 漫溃
1963 5 30 2 40. 55 60 年溃口未筑，自流进二次
1964 两家湾 10 9 9 43. 15 漫溃
1974 雷家田 10 6 41. 6 张新潭倒堤、八户台倒口
1975 105 42.44 74 年溃口未筑，自流进二次

1967 年，张新公社党委提出了"打好民统堤，削好新联坦，开好井子沟，建

好两个闸"的方案。经过区、县、地区、省级水利部门专家多年反复论证， 1975

年 11 月初，湖北省水利局以【鄂水堤】19 号文件批准潜江县革委会《关于张新

民统退挽与干堤接壤的请示报告》。蚌湖人民公社张新民统堤建设指挥部随

之成立并展开工作。汉江修防处派出鲍明润、方光富率各级工程技术人员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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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勘察后定位，限定江北干堤与张新民统新堤之间的距离不小于 2400 米，以

确保大汛时顺利通过 24000 立方米/秒的流量。

1975 年 11 月 20 日，全公社 7000 余强劳力聚集张新，民统堤顺利开工。

上接汉江干堤张家洼，下连巴家巷，全长 16.2 公里，呈弓背形而卧。整个工程

历时 5 个月另 10 天，共完成土方 128 万立方米，投入标工 89 万个。本工程量

之大，时间之短，质量之高都为潜江西乡历史以来所罕见。 1976 年 4 月 30 日

竣工。

表 10-2 各单位在张新民提新堤完成任务情况统计表

单 位
负 担 任 务 Y，兰EY 成 任 务

备 汪
土方立方米 标工(个) 土方立方米 标工(个)

张新管理区 548633 380028 548633 390657 

范新管理区 367569 250438 367569 242115 

王场管理区 168827 121915 168827 120312 

红桥管理区 196959 145551 196959 144848 
三口』 计 1281998 897932 1281998 897932 

张新民境堤为平地新筑，其原始地大部分在 38 米以上 (0 十 500 至 0 十

650 、 0+800 至 2+600 、 5十 550 至 6 十 900 、 8+450 至 11 十 450 、 14+850 至 15

十 850) ， 38 米以下有 4850 米长(0+000 至 0+450 、 2十 650 至 5+500 、 6+950

至 8十400 、 15十 900 至 16十 000) ，在 40 米以上有 800 米，堤身跨河渠坑塘 13

条处，跨老台基、坟地、老窑口的堤身 11 处，跨洪水冲潭 l 处，跨低凹处 3 处，

其它均跨平地。

筑堤净高 2 至 7 米，堤顶高度上游 43.50 米，下游 43.00 米，内坡 1: 2. 5 , 

外坡 1:3 ，内护宽度 7 米，高度 39 米;面宽 3 至 4 米， (经 1978 、 1979 、 1984 年 3

次加培，有 1 1. 45 公里面宽达 6 至 8 米)。筑堤民工 7000 人，人平完成土方

183 方，标工 126. 7 个。动用拉坡机 412 台套，板车 3120 辆，碾压车(履带拖

拉机)5 台，搬迁房屋 167 栋。

1976 年 10 月，一座一孔流量为 1 1. 4 立方米/秒的排水闸一一-代河闸，在

民统堤 O十 500 米处的工农渠(拥军渠)头竣工。 1981 年，总装机容量为 450

千瓦的张新泵站在张新民统堤 11+500 处竣工， 1984 年正式提水 40 多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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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至此，民境内的灌、排水网络框架基本形成。张新民统堤工程建设总投

资 62.5639 万元(筑堤 13. 0465 万元、电排站 29. 5644 万元、排水闸 19. 9530 

万元)。资金来源为:县拨款 30 万元，公社投入 29.5139 万元，群众筹资 3.05

万元。

堤内受益面积 33.3 平方公里，折合市亩 49916 亩，其中张新 8 个大队 27.

161 平方公里，王场的共和、黄湾 2 个大队1. 788 平方公里， 80305 部队1. 159 

平方公里，高石碑的蚌湖、三建 2. 843 平方公里。受益户 3193 户，总人口

17224 人。

表 10-3 民镜堤内各单位受益面积统计

单位 堤内(平方公里) 面积(亩)

张新乡 27. 161 40742 

王场乡 1. 788 2682 

养殖场 0.325 488 

80305 部队 1. 159 1739 

长市公社 2.843 4265 

合计 33.3 49916 

从民统堤筑起开始，便在民统设立管养点 2 个，一是聂滩管养点 (11 + 
500) ，管理上家洼(16+200)至河堤一队(8+465)总长 7735 米的堤段，管养员

3 人，护林员 6 人;二是代河管养点 (0+500)管理上起河堤一组 (8十 465) ，下

至巴家巷(0+000)总长 8465 米的堤段，管养员 3 人，护林员 9 人。

1976 至 1983 年，每年冬天都组织人力对民统堤进行加固、加高。至今，

张新民统堤堤身平均高度 6 米、平均海拔高度 43.6 米、堤面宽度 7 米、坡比 1/

2. 5 (内)和 1/3(外)、培植防浪林 10 排共 5 万余棵。完全可起到干堤的作用。

张新民统堤建成之后，汉江中下游 8 年未出现 38 点的大水。 1983 年 10

月初，丹江水库不断泄洪，加上唐河、白河的流量汇集于汉江中游，酿成汉江中

下游巨大洪峰。公社防汛指挥部派出 8200 人组成张新民统堤防汛大军，公社

所有干部全部上堤包段指挥，县委下派 70 名干部参加民统堤防汛。在 16 公

里的堤上组织巡逻队 97 个、突击队 82 个、水手队 21 个、运输队 46 个，准备了

抽水机 27 台、照明发电机 21 台、马灯和手电筒 5500 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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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锹 5000 把、纯真 5000 担、草袋 38000 个。 10 月 10 日， 42. 99 米(杨湖

水位)的洪峰顺利通过。民境堤安然无恙，一战成功。

第三节水利工程建设

1949 年后，开始兴修水利，在汉江干堤进行改道、整险、加高增厚的基础

上，从 1958 年起，每年冬春，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一、对外工程

1、荆江分洪工程，自 1954 年冬至 1955 年春，历时 5 个月另 10 夭。

2、漳河水库鸡公尖打坝，自 1958 年冬至 1959 年春历时 3 个月。

3、开挖田关河，自 1958 年冬至 1960 年春前后二个年头，历时 8 个月。

4、钟祥大柴湖围垦筑堤， 1967 年秋季，历时 100 天。

5、修筑汉沙公路高场段，面宽 8 米，完成路段总长 10 公里，自 1969 年冬

至 1970 年春，历时 6 个月。

6、疏(扩)挖田关河工程，自 1969 年冬至 1970 年春，完成任务1. 2 公里。

7 、 1973 年冬季和 1974 年冬季二下洪湖，建设防洪排涝(四湖)工程，完成

土方 40 万立方米。

8 、 1975 年 4 至 10 月，参加襄樊铁路的修建，修路基、铺枕术、铺铁轨、盖

草皮 6 公里。

9 、 1979 年冬，开挖疏洗四湖总干渠，完成土方 15 万立方米。

10 、 1986 年，田关河堤防增高培厚工程，完成长度 3000 米，增高1. 5 米。

11 、 1990 年冬，疏挖东干渠 3000 米，完成土方 10 万立方米。

二、对内工程

开河建闸，排灌分家。自 1961 年开挖兴隆河开始，全区上下统一调配，先

后开挖渠道 127 条，兴建闸泵 212 座。现王场镇区域内共开挖渠道 34 条，其

中干渠 1 条(兴隆河，上起兴隆镇，下至田关河。现王场镇域内自 80305 部队

起至符岭村 8 组止，全长 9. 7 公里，流经林圣、关户、园林、王场、黄湾、胜利、符

岭) ;支渠 12 条(彭河渠、宣王渠、天宝渠、一号灌渠、二号灌渠、三号灌渠、长泊

渠、徐丰渠、沙岭渠、曹潭渠、柴泊渠、拥军渠)全长 36250 米;斗渠 21 条(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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