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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志研讨会合彩

前排左起；魏炳康，郭宗华，张延晋、

一
刮文恺，卒凤昆．赵呜凤。

后排左起：周顺升．常振家，冯振兴、

王法振、王金庭、王永远、

张文林．姚慕熙，李恩池、

甄建军．张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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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志编纂委员会合影

■● ● _ _ ■
前排左起：王录甫、李互顺、赵鸣凤、

白锡民、周顺升，粱练威。

后排左起；张爱林、刘贺兰、赵贺民、

_ 李金生、幸福祥，贾光宇、
_ 甄建军。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主任：

副主任：

委员：

主编：

副主编：

编辑：

资料搜集：

摄影：

制 图：

审定：

赵噶属

白锡民

李宝顺

李福祥

李金生

周顺升

甄建军

周顺升

肖 兵

周顺升

肖 兵

周永鑫

邓树良

张 雷

姚慕熙

《雄县水利志》编纂委员会

周顺升

肖贺仲 王录甫 梁练成 甄建军

张爱林赵贺民 刘贺兰 贾光宇

甄建军 李恩池张文林李福祥

甄建军

阿j羽
I_．_--___-．-_--___J

李恩池

刘素英

张文林

张广军

刘军楼 李光辉 赵贺民
，’

王永远

李福祥

张玉良



序一

序 一

《雄县水利志》是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水利专业志，它的问世是一件值得庆

贺的大事。

雄县地处大清河中下游、白洋淀周边。历史上洪涝旱碱等自然灾害频繁。

洪涝灾则堤防决口，房屋倒塌，禾田尽没；旱灾则赤地千里，饿殍载道，民众

苦不堪言。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把兴修水利作为治国安邦的大计，雄县人

民疏河道、筑堤防、挖渠道、修桥闸、打机井、建扬水机站，兴利除害取得了

巨大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县委、县政府继续把治水作为振兴雄县

经济的突破口，大搞防洪除涝工程整修，努力提高防洪排涝标准，合理开发地

上地下水资源，积极发展管道节水灌溉，成功地进行汛期引洪回灌补充地下

水，改变了地下水连续多年超采的状况，在雄县治水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四

十年的水利建设，不仅使全县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防洪、排涝、灌溉三大工程体

系，而且总结出了适合雄县实际的依法治水、科学管水、节约用水的成功经

验。

我在雄县工作多年，参与了这一时期的治水工作，深感水利对于牵动全县

经济发展，举足轻重，关系重大。《雄县水利志》对有记载以来的水利建设进

行了客观的全面的记述，对建国四十年来的水利建设的得失、经验教训进行了

科学的总结，观点正确、资料丰富、内容翔实、文笔流畅，是一部时代性、科

学性、地域性较强的专业志书。相信此书定能起到资政、教育、存史之功能。

水利不仅是农业的命脉，而且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随着今后经济的发

展，水利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四十年的实践证明，水利建设不可

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一劳永逸。现在洪涝灾害仍是心腹之患，水资源匮乏已成

为事实，现有水利工程标准偏低，配套不齐，老化失修和管理制度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尚有待进一步解决。相信有党的正确领导，有广大群众艰苦创业的光荣

传统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雄县的水利事业定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雄县水利志编纂委员会邀我作序，实感难以胜任，我在雄县工作期间与水



雄县水利志

利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难以推辞，欣然命笔，序之。

杨廷顺

一九九三年八月

注：杨廷顺为保定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原任雄县人民政府县长、中共雄县县委书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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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雄县水利志》作为新编县志之后的第

一部专志，它的问世，确为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

水，是自然界须臾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源泉，水

利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业，堪称工农业生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为兴

国安邦之大计。凡兴水利者，五谷丰登，社会兴旺；否则，灾害频仍，国弱民

穷。

建国四十载，雄县人民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除水害兴水利，功绩卓著。水利事业空前发展。河道经纬分明，沟渠纵横成

网，机井布若繁星，管道清泉喷涌，一个较完整的防洪、除涝、灌溉工程体系

业已形成，对振兴雄县经济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雄县水利志》撰修工作从1 989年开始起步，历经四载成书，诚为可

喜。作者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详今略古，忠于历史，较全面系统地、科学地

记述了雄县人民治水的光辉业绩，如实反映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弘扬优越

的社会主义制度，全志资料丰富，记述详实，语言纯朴，层次清楚，特点突

出，体现规律，是一部资政、教育、存史之佳作。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镜，可见兴替；以志为镜，可知得

失。《雄县水利志》的问世，将对雄县水利建设的发展，足资借鉴。雄县人民

也将在新的水利建设征途中，谱写出更加灿烂的新篇章。

注：王旭波为中共雄县县委书记

姜明慧为雄县人民政府县长

王旭波

姜明慧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一日



凡例

凡 例

一、雄县水利志是有史以来首次撰写，故上限不作统一规定，下限断至

1990年，大事记到1991年，个别事件为保持内容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断至搁

笔为止。

二、志文中记述的区域为1990年的雄县行政区域范围，建国以前的行政

区划及地名均沿用旧名，建国后用今名。

三、全志采用以类系事的方法编写，设章、节、目，大事记放在卷首，卷

末设附录。随文配以图表，照片集中在卷首。

四、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主要来自河北省、保定地区

的有关史料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主要来自保定地区、县档案局、

水利局、统计局、农业局、气象局、水文站、民间口碑、调查访问等，数字以

本县统计局、水利局资料为准。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出处。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或建立后简称“建国前”或“建国后”。凡简称

“党”，均指中国共产党，凡称“党支部”、“党委’’、“县委"、“地委"、“省委"均指中

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凡称“政府"、“人委"、“革委"、“公社”均指各级人民政府。

六、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家公布的计量单位表述。引用资料时，对旧计

量单位照实记载。海拔高程采用黄海高程，个别用大沽高程，并予以加注。

七、文中数字用法：1949年建国前历代记年用汉字书写后，注明公元年

号；1949年建国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凡5位以上的数

字，除需确切外，均采用“万”为单位，9位以上数字以“亿"为单位，小数点后

取两位。

八、对水利业绩突出的故人立传，对成绩突出和业绩卓著的生人、以及劳

动模范作事迹简介。

九、所谓“根治海河”一词是当地习惯用语。一般指1963年毛泽东主席提

出“一定要根治海河”号召所开展的治理海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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