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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序 一

“；台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o’’纂史修志，我国有

着光荣的历史传统。虽然过去历代有才识的统治者能把兴水利、除

水害作为治国安邦的基本国策，但古今相比，却有天渊之别。而举

国统一行动编纂专业性的县级水利志更系亘古未有。这是历史发展

的必然，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建国4D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

民战天斗地，改造旧’山河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海兴县的水利建设

就是一个小小的闪光点。记其水利事业发展变化的《海兴县水利

、志》既体现了时代精神，也突出了本县特色；整个记事歌颂了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和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并寓规律于记事之

中；既肯定了成绩，也写出了因“左"的干扰而造成的失误，为子孙

后代搞好家乡的水利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具有存史、资政和教

育的作用o ，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和兴旺的物质基础，在工农业日益前

进的今天，水的重要性日趋突出。要改造海兴县J7万多公顷盐碱

地。保证农业生产的丰收，不作水的文章不行。淡水资源来源于天

空和地下，研究天然降雨的规律，探测地下水的分布、储量，做到

进一步的控制合理利用，为海兴人民造福是我们的神圣职责。我们

这一代人应当，也还须为后代人打下良好的水利基础。根据海兴的

县情，一手抓农业的综合治理，一手抓滩涂开发，就是我们靠海而

兴的举措，也是海兴人世代相继奋斗的目标。《海兴县水利志》在

这些方面作了较详尽地论述。纂史修志是千秋大业o《海兴县水利

一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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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_—————————————————————————————————————————————一
志》的诞生是海兴县水利事业发展的一大成果，我们不求其十全十

美。只求其为发展海兴县的水利事业发挥一定的借鉴作用。

[王文达，海兴县常务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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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 序 二

海兴县是1965年由河北省的盐山、黄骅和山东省的无棣县划

出部分枉队组成的新县。因该地紧靠渤海，副省长高树勋寄希望该

县靠海发展、兴旺，故定名为海兴县。建县前，这里旱、涝、潮灾

交替为患，从历史上就是一个低洼盐碱“种一葫芦打一瓢"的穷地

方，也没有什么水利设施，农业生产十分落后，工业生产是空白。

该地有关水利方面的记述很少，本次编修的《海兴县水利志》是该

地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水利志。

水是所有生物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之一，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

命脉。但它又有两重性，也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所以，人类认识

水、控制水、改造水、利用水，扬长避短，兴其利，除其害，是关
。

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海兴建县仅20多年，就是因为抓了水利建

设，才把一个“一穷二白"的穷地方改变了面貌，粮食产量比建县初

翻番，农民生活正由温饱型向小康水平迈进；工业生产从无到有．

并已成为县的主要经济支柱，有的产品还进入国际市场。这些巨大

变化是与党和政府重视水利建设分不开的o

《海兴县水利‘志》的编写坚持秉笔直书、实事求是的原则，在

资料十分缺乏的情况下，编纂者克服了重重困难，对历史水利资料

进行了搜集、考证，对建县以来的水利事业的迅猛发展做了详细调

查，在掌握全面资料的基础上，经过筛选，全面记述了海兴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大规模进行水利建设的成就和显

著效益，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具有存史、资政和教

一3一



序 二

育的价值。这本志书的可贵之处还在于，既总结了水利建设的经

验、教训，揭示了规律，又指出了今后的水利工作方向，读后受益

匪浅。该书的问世，对水利事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腾飞将会发

生重要作用o

[何云智，海兴县水利局局长]

——4——

何云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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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序 三

人离不了水，但又怕水满为患，这就需要历代人相继地研究

水，著书立说，设法变水害为水利。中国四千年的水利发展史，实

际上是一部变水害为水利的经验教训史。

漫长的封建时代，虽然在水利方面没有多少建树，但提供的经

验教-'ij ml不少。宋、元、明等朝，很少水利之举，故水旱灾害频仍，

民不聊生，饿殍载道。清乾隆初，沧县、南皮、东光、吴桥、盐山

(包括今海兴县西部)等地沥涝成灾，孙嘉淦奏开宣惠河北支。至

十一年北支游塞，方观承又组民开挖了宣惠河南支，以上各县地沥

涝大减。清·光绪十一年，为从根本上解决沧县与东光在民目九年

因水掘堤而成大狱的矛盾，李鸿章参与疏浚了宣惠河南支，工竣，

大雨，运河在老虎仓决堤，水大于九年，但未成灾害。李鸿章撰文

赞之日：“众流赴壑，民情静谧’’又嘱之日：“岁修勿失，此后可无患

矣!"多好的经验、多好的嘱咐!只可惜因清末政府自身难保而束之

高阁，致使清末、民国年间水旱灾害严重，生产不得发展。人民生

活无保证。“糠菜半年粮"和“贫困落后”一直是旧中国封建社会的真

实写照o ⋯．。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面临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局面，毅

然决然地把水利建设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并逐步的从上而下，，由标

到本地展开了全国性的水利建设。五十至七十年代初是国家进行水

利建设的高峰时期，也是从教训到经验，再教训，再经验的黄金时

期。海兴亦然。

一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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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五十年代初、中期，以挖河疏水为主，洪沥水滚流入海，但到

农业需水时，则河道干涸。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又以蓄水为

主，河道、沟渠、坑塘都蓄满了水，但不出一年，凡临近蓄水的耕

地因返碱种不出苗。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党和政府改单一的

治水为“排、灌结合"的综合治理。这一下，人民高兴了，编顺口溜

赞颂说：“只排不灌，不能抗旱；只灌不排，盐碱成灾；有排有灌，

才可增产o"事实确是这样，1995年，海兴县小麦因浇灌而大丰

收，创历史最高水平。一麦顶三秋的说法成了现实，人民安居乐

业，笑口常开。当然，功不能全归水利。

纵观水利发展史，今胜昔千万倍，是我们党和政府善于采纳经

验教训的结果；横看水利布局，也属亘古未有的创举。但，干任何

工作都不可能毕功于一役，更不能一劳永逸。数千年的水利发展史

和海兴县水利建设的昨天，都在记叙的背后，反映了这个问题o“读

史贵在借鉴"《海兴县水利志》就是记叙其辖地水利事业发展变化

的历史和现状的专著，其经验显著，教训明晰。鉴往而知来，在改

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水利工作任重而道

远，让我们齐心协力，使水利工作在海兴进入经济强县中，发挥更

好的作用o

[马树鹏，水利局现任局长，是修志过程中的第三任局长]

——6——

马树鹏



凡 例

一、本志是海兴县第一部水利专业志，以海兴县1 990年行政

区划为准，主要记述水利事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上限尽力追溯到

事物的发端，不作统一规定，下限断至1 990年。

二、本志以志为主，辅以记、表、图、照、录等体裁。志，以

类系事，横排竖写，为章节体。大事记用编年体书写，为使事件记

述完整，有的采用记事本末体。

三、本志记述用语，除引文外，概用语体文。

四、本志的注释采用文中夹注和文末注。

五、本志中所有高程均为黄海高程。

六、本志所用计量单位，除引文和水库库区占地沿用原文单

位，其他用公制。

七、纪年，1 949年前沿用朝代、国号纪年法，并加括号注明

公元纪年；1 949年后用公元纪年。

八、数字的用法按1 9 87年国家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

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九、文中简称“建国前，，、“建国后"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

后；“党，，指中国共产党；“省委，，、“地委"、“县委"、“革命委员会"、“乡

党委，，等，指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政府"指人民政府。

十、文中计算降雨总量所用面积为大陆面积——866平方公

里，不包括王家屋子、葫芦头子和灰台子等小岛的面积。

十一、资料出处，第一次出现时写明资料全称、出处、编处；

第二次出现，只写资料简称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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