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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地区水利志》编辑分工

《沧州地区水利志》系众手所成。全志由凡例、概述、大事记、志文和篇

外记组成。总体构思、篇目设计和内容编排，由薛冠智完成，然后分工撰稿编

写，最后由薛冠智修改总纂，王洪业审阅定稿。

撰稿分工是：

一、凡例、概述由薛冠智撰稿。

二、大事记由徐友仁撰稿。

三、第一篇：自然概况

第一章：自然地理，由薛冠智、刘育红撰稿。 第二章：故河道，

由薛冠智撰稿。 第三章：今河流，由薛冠智撰稿。 第四章：水

资源，由刘育红、薛冠智撰稿。

第二篇：灾害，由徐友仁撰稿。

第三篇：行洪河道治理，由薛冠智撰稿。

第四篇：排沥河渠治理，由薛冠智撰稿。

第五篇：水工建筑物，由薛冠智、王燕平撰稿。

第六篇：根治海河，由徐友仁撰稿。

第七篇：机井建设，由薛冠智、方福顺撰稿。

第八篇：农田灌溉，由方福顺、薛冠智撰稿。

第九篇：抗灾

第一章：防汛，由徐友仁撰稿。 第二章：除涝，由徐友仁撰稿。

第三章：抗旱，由徐友仁撰稿。 第四章：改碱，由李荫楼、徐友

仁、殷文莲、庞源清撰稿。

第十篇：水利管理，由薛冠智、刘育红撰稿d

第十一篇：基础工作

第一章：水文，由薛冠智撰稿。 第二章：勘测设计，由薛冠智撰

稿。 第三章：水利科技，由殷文莲撰稿。

第十二篇：机构·人物，由徐友仁、薛冠智、壬燕平撰稿。

第十三篇：文征，由徐友仁、薛冠智撰稿。

四、篇外记。由薛冠智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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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东临渤海，素有“九河下梢’’之称，以宋代林冲刺配“沧州

道"名扬天下。历代史志典籍，不乏“沧州大水，官亭民舍飘没，禾

稼荡尽，，，“久旱不雨，野无禾草，道瑾相望”，“其地五谷不生，唯产

硝盐"的记载。

为了生存和发展，沧州人民很早以前就开始同水、旱、冰雹、

盐碱灾害作斗争。上古时期“禹播九河”，唐朝开渠溉田，宋代放淤

改碱。在当时都收到一定成效。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

后，大规模治理水旱盐碱灾害的群众运动才蓬渤兴起o 2D世纪5D

年代，党和政府领导人民筑堤、挖河、打井、平地，除水害，兴水

利，为发展农业生产改善了条件o 1963年特大洪水以后，毛泽东主

席发表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题词。沧州地区人民和全省人民一

道，．积极响应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号召，掀起了空前规

模、声势浩大的水利建设高潮。从1964年至1980年，每年冬春，

区内都有几十万到百余万人挖河、打井、建园田。经过近羽年的劳

动积累。在全区建成了比较完整的行洪排沥系统和农田灌溉设施。

从而使沧州地区的水利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大部分农田实现了涝

能排，旱能浇，盐碱地也得到了改良，不但保证了农业生产的迅速

发展，而且改善了城乡人民生活用水条件。和建国初期相比，粮食

产量，人均收入都大幅度增加。同时，在长期的、大规模的水利建

设中，沧州地区人民还创造和总结了许多治水的好方法、好经验，

这些好方法和好经验，不仅推动了当时水利建设的发展，而且对指

导今天乃至今后的水利建设，也有一定参考价值和推动作用。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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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国家确定沧州为环渤海经济开发区，水利基础产业正以更高的

标准，更快的步伐，适应沧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腾飞的新形势。

我在沧州地区工作30多年，亲自参加了沧州地区的水利建设。

沧州地区境内的河渠堤防、井台田间，都是抚育和锻炼我的美好家

园。盏世修志，历来如此。沧州地区水利局编志办公室编纂了80多

万字的《沧州地区水利志》o这部志书，统合古今，资料翔实，脉络

清晰，秉笔直书，图文并茂，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沧州地区几千年水

利事业发展的曲折历程，既有可供效法和鉴戒的经验教训，又有代

表新时代风貌的英模人物。我读了以后，倍觉亲切，感触颇深。

时值毛泽东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题词发表3D周年之际，《沧

州地区水利志》付梓出版，为我们借鉴历代治水的经验教训，开创

我省水利建设新局面，提供了宝贵资料。堪称是献给沧州乃至全省

广大水利工作者的一份厚札，实在可喜可贺。

李志强

1993年JJ月4日

【李志强：天津市北大港区人。曾任南皮县机井建设指挥部副主任、沧州地区机并建

设指挥部机井科副科长、盐山县副县长、河间县县长、县委书记、沧州地区行署秘书

长、副专员等职。现任河北省水利厅厅长。在其任沧州地区行署副专员期间，曾长期主

管水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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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遵照上级的统一部署，本局的修

志工作从1984年就开始了。但是由于对修志没有经验，修志班子几

经更换，前几年只是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编写了《沧州地区水利大

事记》o 1989年4月，调整加强了修志班子，修志工作进展很快。

在上级主管部门和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编纂人员夜以继日，辛

勤笔耕，经过4年多的艰苦努力，克服了不少困难，查阅了3000多

万字的文献资料，终于完成了沧州地区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水利专志

《沧州地区水利志》的编纂任务。这是一件慰前人，利今人，惠后人

的大好事，实在可喜可贺!

这部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翔实具体的资

料，简洁流畅的语言，真实地记述了在沧州地区这块土地上，从大

禹治水到1985年4000多年水利事业发展的曲折历程。既有可供效

法的经验，也有值得鉴戒的教训，还有雅俗共赏的诗文、传说。它

融资料性、科学性、思想性和趣味性于一体，阅读之后，受益匪

浅。

我从加年代，就在沧州地区做水利工作，先是在县里，后调地

区。所以对沧州是比较熟悉的。昔日沧州，苦海沿边，凄僻荒凉。

林冲发配沧州的故事，早已闻名退迩。建国以前，沧州地区的水利

工程是河道浅窄，堤防破碎，每到汛期，人们便提心吊胆，不是洪

水泛滥，就是沥涝成灾。抗旱能力更是低下，只是菜园里才有些土

井和砖井。不早即涝，农业连年遭灾，人民生活困苦。

建固以后，沧州地区广大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开展了大规



模的水利建设，经过30多年的劳动积累，对全区原有的行洪排沥河

道，普遍进行了扩大治理，并先后开挖了大浪淀排水渠、沧浪渠、

任文干渠，南、北排河、滏东排河、滏阳新河、子牙新河、漳卫新

河、岔河等骨干行洪排沥河渠，兴建了数千座闸涵、扬水站，使全

区主要行洪排沥河道的泄水能力提高了十几倍到二十几倍，基本上

控制了洪涝灾害的发生。农田灌溉事业也有了较大发展o 1992年底

全区有深浅机井679J6眼，加上每年调蓄的地上水源，有效灌溉面

积达到332．22万亩。今日沧州，不可昔比。在党的好政策指引下，

到处欣欣向荣，大部分农田旱能浇，涝能排，农业连年丰收，人民

丰衣足食，正信心百倍地奔向4、康。但是，今后沧州地区水利建设

的任务还很艰巨，还有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譬如：水资源匮乏，

河道淤积，工程老化，效益衰减等。所有这些，志书里都做了充分

记述o

《沧州地区水利志》的编纂出版，为今后沧州地区的水利建设提

供了有益的借鉴。我建议全区的水利工作者和关心沧州地区水利事

业发展的朋友们，都要读一读这部志书，了解一下沧州地区水利事

业的过去和现在，以便继往开来，开创水利建设的新局面。我读了

这部志书，感触颇深，随笔写下这只言片语，聊以为序。

王冠仁

1993年5月10日

【王冠仁。现任沧州地区水利局局长。详见本志第十二篇《机构·人物》】



毛泽东主席研究治理海河

一九六三年，海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后，毛泽东主席题词“

定要根治海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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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河间县西九吉公社第一钻井队队员的合影。

前排左起第五名是李先念副主席、第六名是陈永贵副总理

南运河一原隋大业四年一公一兀。。∞年)|开凿的永济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水灾后t沧州灾民流离

失所的情形

一九六三年发生特大洪水时，加固任丘县白洋淀千里堤



|．一九六三年，炸开海挡泄洪

丫 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铸造的沧州铁狮

(叉名镇海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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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送民工去治河

V 一九六七年春开挖子牙新河



九六五年冬季，南排河肖家楼公路桥在紧张藏工

九六七年，沧县民工在子牙新河建桥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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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桥县治河工地小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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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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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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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一九七九年，用挖泥船对北排河

海口段进行清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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