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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

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全面真实地反映峰峰矿区水利事业

的历史与现状，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本志分18章59节，以类分事，以事立题。首设概述，总摄全志，次为大事

记，勾勒历史脉络，其后依次为章、节、目，采用章节体，体裁以志为主，辅以必要的

图表和照片，末设编后语。

三、上限尽可能追溯至事物有资料可稽之初，下限断至1985年，个别章节内

容记述到脱稿止，大事记记述到1998年。

四、本志为通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横排门类，纵叙史实；记述地域以1985

年峰峰矿区境域为准，逾境不记；除概述略加评点外，其余均述而不论；大事记以

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

五、本志随文配以表、考、录、记、附证等；图和照片在前。

六、纪年。夏历和中国清代以前历史纪年用朝代年号，用汉字，民国纪年用阿

拉伯数字，其后均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用公元纪年。

七、志书中数字记法，按国家七委局《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

写。

八、计量单位。新中国成立前，遵旧制；新中国成立后，采用1984年国务院颁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之规定。

九、人物立传。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业绩显著的生人，只作治水事迹简

介。

十、本志中第一次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用全称，以此为界线简称“建

国"、“建国前”、“建国后”。本志凡简称“党”，均指“中国共产党"，凡称“党支部’’、

“党委”、“区委”、“市委"、“地委"、“省委"，均指中国共产党所在地组织；凡称“政

府"、“人委"，均指当地人民政府。
’

十一、本志记载高程，除注明外，一律采用黄海高程。

十二、本志资料，建国前，主要取自旧府志、县志和有关修志历史资料。建国

后，主要取自新编《峰峰志》，邯郸市档案馆、原邯郸地区档案馆、峰峰矿区档案馆、

矿区农机水电局、统计局、气象站等单位档案记载和民间口碑，调查访问等。数据

以本区统计局、农机水电局资料为准。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出处。



序

古往今来，生民依水而居，城镇傍水而建。水利关乎国计民生，民族盛衰。我国

历史上一些封建王朝，尚知治水乃治国安邦之要事。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确立了“水利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地位，为水利事业振兴、发展创造

了条件。

峰峰矿区地处鼓山南端，隔滏水与横卧东西之神麇山对峙形成峡谷，是西通

太行山的八陉之四，称“滏口陉”，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矿区的这块圣土，历史悠

久，早在公元前5500年，先民们即在这里生息、繁衍，找水源，事农业，从制陶。矿

区资源较为丰富，主要有煤炭、陶瓷、建筑材料等20余种，为矿区经济建设奠定了

基础。但是，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水是制约和影响矿区经济发展的因素。境

内之滏水，位于东南边境，且地势最低，难以开发利用。地下水蕴含尚丰，但因埋藏

较深亦不易取用，致使农业仍受十年九旱的威胁。

解放后，矿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

生精神，一次又一次地掀起治山治水的水利建设高潮。半个多世纪以来，劳动人民

以勤劳智慧的双手，疏通河道、修筑堤防、治理荒山、保持水土，用凿、蓄、引、扬的

方法开发利用水资源，境内兴建了许多防洪、灌溉、水土保持、水利发电以及饮水

工程，使境内生产条件大大改善。水浇地面积由解放前的几千亩，发展到1998年

的10．5万亩；山区缺水村的人畜饮水困难也基本得到解决，水利事业的发展，大

大促进了矿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我在矿区农业战线上工作了二十多年，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矿区的经济发

展靠水利，而每项水利成果的取得，都浸透着人民群众和科技人员的心血和汗水，

甚至以牺牲生命作代价，实是来之不易，我辈应倍加珍惜。矿区水利，适逢改革大

好机遇，除依靠群众，依靠科技，加大投入，管好用好现有工程设施，千方百计扩大

其效益，发展水利经济外，尤其针对境内水资源缺乏且污染浪费严重问题，逐步实

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增加水利开发中的科技含量，合理开发深层地下水，大面积推

行节水灌溉，采取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加大水污染治理力度，大力保护水环境，

使水利建设更加适应矿区经济腾飞和社会进步的需要。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为了全面总结前人治水经验教训，在区委、区政府

的领导下，我局组织力量，历时六载，编纂完成了《峰峰矿区水利志》这部旷古新

作。编纂人员不辱使命，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不畏寒暑，笔耕不辍，在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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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开发地下水，兴修水库、塘坝、池窖，拦蓄地上水流；在东西部丘地平原区，则

修建跃峰渠，开挖滏南北渠，引漳滏河之水灌溉农田，使这块解放前“十年九荒’’的

土地，农田灌溉面积达到10．8万亩，比建国初期6427亩提高16．8倍，约占全区

60％的耕地变为旱涝保收的丰产田；工业和人民生活用水也初步得到保证。水利

事业的振兴与发展，极大地改善了矿区乃至邯郸市的工农业生产条件，为区域内

经济腾飞插上了翅膀。

本人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天津水利专科学校毕业分配到矿区从事水利

工作，业已40多个年头，而且半数时间还担负了这里水利部门的要职，在风风雨

雨的年代，我满怀为民治水，为国争荣的激情，不辱使命，不避艰辛，年复一年，为

之奋斗。这里的大小山头，条条沟壑无不留下自己的足迹，新建的多数水利工程，

都浸湿过本人的汗水和心血，我打心底里热爱这片圣土，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

木对我有着特殊的感情。基于这样的心态，多少年来，我梦寐以求，想把勤劳智慧

的矿区人民治水伟业，加以总结记述，欲给后人也留下点什么。
， 80年代初，举国上下，同心修志，夙愿有偿。适逢本人尚担任矿区农机水电局

领导职务，积极倡导撰修矿区水利志，然而常因公务繁忙，难以顾及具体编纂。六
： 年寒暑，主编和诸编辑人员，历尽艰辛，牺牲自我，默默奉献奋力笔耕，终于撰就这

部20余万言的《峰峰矿区水利志》稿，他们的敬业精神令人肃然起畿、我谢任退
休，1995年有幸受聘继此大业。数月来，在局领导的重视支持下和矿区地方志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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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适应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需要，河北省邯郸

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报请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于1950年6月成立峰峰矿区，

隶属邯郸专署领导。由武安县、磁县划入57个村，人口约10万，设彭城、峰峰、南

大峪、胡峪、和村5个区公所。1952年6月，峰峰矿区隶属省辖矿区，管辖峰峰、彭

城、和村3个区公所和彭城镇。1955年2月1日，峰峰矿区改为峰峰市(丁等市)，

属省辖。1956年10月，撤销峰峰市，并入邯郸市，设峰峰矿区。原峰峰市管辖的

119个行政村全归峰峰矿区，设14个乡，4个镇，同时马头镇划归邯郸市郊区管

辖。1965年3月，将观台镇的观台一街、二街、三街等15个村划归磁县；将仙庄、念

头、北大社等15个村划归武安县。至今，峰峰矿区管辖11个农村人民公社，4个城

市人民公社，119个行政村。1985年4月，撤乡、办事处，建镇，全区11个镇。

峰峰矿区位于河北省西南部，太行山南段东麓，为低山丘陵区。北面与武安市

接壤，东、南、西被磁县三面环抱。地处东经114。37～114’16
7 40Ⅳ，北纬36。207 40Ⅳ

～36‘34731Ⅳ，面积321．95平方公里，南北长25公里，东西宽‘23．5公里，辖11个

镇131个自然村，146个行政村。1985年有9．02万户，39．79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15．58万人，耕地面积18．63万亩，驻矿区的中央、省、市企业和区属企业357个，

职工15．93万人，其中区属职工2．74万人。境内公路四通八达，沟通了11个镇之

间与外界经济来往；另外，邯郸环行铁路在境内运行呈“U”型，路经6个镇，全程

29．2公里；企业专用铁路32条，总长114．3公里，形成铁路网络，东与京广铁路接

轨。

峰峰矿区地貌较复杂，地势呈西高东低。石鼓山山脉自北向南纵贯全境，长约

22公里，宽2～7公里，主峰老石台海拔886米，向南逐渐降低到石庙岭海拔298

米，把矿区分成了东、西两部分。鼓山西部为山间盆地，即鼓山和境内西部的九山、

莲花山相连围成的“彭城盆地”。地面高程为150,--,349米，面积137．55平方公里，

鼓山东部为丘陵、平原相间地带，地面标高140,---270米。全区山地64．9平方公

里，丘陵119．5平方公里。区内最高峰老石台海拔886米与最低处的东部滏阳河

河谷海拔107米，相对高差779米。境内有较大土岗6处，面积约5平方公里。土

壤均为褐土类，分为二个亚类，褐土性土主要分布在中部的鼓山带和岗坡地，面积

14．87万亩；石灰性褐土主要分布在鼓山西部的“彭城盆地"和东部丘陵区，面积

33．4万亩，全区耕地均属此种性质的土壤。土壤养分为中氮、低磷、富钾、少有机

质。土壤微量元素含量为缺锌、富铜、铁锰较高。土壤肥力分布是河谷沿岸高于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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