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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城市排水事业不仅关系城市发展大局，更关乎人民福祉，是现代化城市的

重要构成。科学分析当前形势，深刻认识做好城市排水工作的意义，全面提升

城市排水能力，对于石家庄这样一个区域中心城市来讲，显得非常重要和十分

迫切。在当今城市建设中，人们普遍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作为衡量城市宜居和

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准，而排水设施建设更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中之

重。

1903年，京汉、正太铁路建成通车带动了石家庄城市的发展。自 1930年

代以来，石家庄市城区排水的发展已近百年。

新中国成立以后，石家庄市城区排水建设发展很快。自1970年代以后，随

着建成区的不断扩大和铁路地道桥的新建，修建了雨、污分流排水工程和地道

桥排水泵站。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的建设与

经济建设得到长足发展。到20世纪末已形成较完整的城市排水系统。

进入21世纪，在经济建设飞速发展的同时，各项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也有了

较快的协调发展。如今排水管道遍布城区，组成了较为完善的排水网络。主路

主街绝大部分完成雨污分流，仅有的合流管网进入污水排水系统。城区内雨水

由道路两侧收水篦子收集，沿雨水横管、支管、干管就近经过雨水闸门进入民

心河，最终由总退水渠排入洨河，进入滏阳河系；污水按照汇水方向已形成桥

东、桥西、滹沱河和高新区四大体系，分别汇入桥东污水处理厂、桥西污水处

理厂、滹沱河污水处理厂和高新区污水处理厂。

提升与完善石家庄市排水系统的管理体制与运作机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

过程。在城市化加速推进的今天，城区排水建设被视为基础工程、民生工程、

生命工程，这也激励着排水管理人积极行动起来，做好石家庄市城区排水工

作，为石家庄城市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志是一面不带偏见的镜子，追

往映今，秉笔直书，既服务当代，又惠及后世，今人和后人研读之，可彰往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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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明得避失，借古鉴今，少走弯路。正当《石家庄市排水志》即将出版之

际，嘱余为序，吾谓本志之功备矣，特为之序。

最后，对编志人员所付出心血和努力深表敬意，并祈编者、读者对本序乖

舛之处，多予指正。

201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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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序 二

城市排水管网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排水畅通

对保障城市居民正常生活、改善居住环境、提升城市整体形象，具有极其重要

的现实意义。在城市化建设进程中，系统规划和管理城市排水管网，保障排水

管网的正常运行，促进排水系统的发展和进步，已成为城市建设和实施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内容。

石家庄市城区排水系统修建年代较早，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排水管网不断

扩大延伸，正在逐步满足城市发展和民众生活需要。特别是2011年4月市城管

委成立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重视下，针对排水管网建设历史欠账多的现

状，坚持问题导向，从规划入手，大力实施地下排水管网建设改造工程，掀开

了城区排水事业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2014年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编制了我

市城市排水（雨水）防涝综合规划，规划将我市排水标准由一年一遇提高到了

三年一遇至五年一遇，对排水管网重新分区，为提升城区防汛工作奠定了基

础。持续推进主城区排水管网改造提升，实施了东二环雨污分流南延工程，缓

解了城区东南32平方公里区域40万人口的防汛压力；实施了友谊北大街学府

路区域排水改造工程，解决了区域内8平方公里9个大单位3万多人的污水排放

问题；实施了石津干渠沿线雨污导排工程，解决了市区北部70平方公里区域雨

污水出路问题；结合洨河整治，对入民心河51个闸门714公里雨水管网集中进

行了导改、清淤，封堵了 847处污水私接口；完成了中山路（部分）、西三庄

街、建国路等8条路段的雨污分流改造，对市区20处积水点、二环内6座泵站

进行了改造提升，新建了大郭村等4座泵站，大幅提升城区防汛能力。每年汛

前对排水管网进行疏通和清淤，对泵站设施进行全面检修，对问题井盖进行集

中整修。每年开展一次城管系统千人防汛大演练，提升应急抢险能力。提出

“雨声就是命令”的要求，每遇较强降雨城管委领导带头吃住在单位指挥调

度，全体环卫工人上街推水作业，排水、道桥、市政公司等应急队伍上街值

守，全力防止积水，城区已连续五年安全度汛。同时，2014年制定实施了《石

家庄市城市排水管理条例》，强化了排水执法，严厉打击了私接管网等违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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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市城管委委属单位石家庄市排水管理处，主要承担着城区排水设施维护管

理、城区防汛、城市排水监测、排水监理、排水许可证发放、部分污水处理费

征收、市政工程建设等工作，成立十几年来，坚持以“服务社会、服务市民”

为宗旨，始终把维护工作作为主业，肩负着维护高效的城市排水系统，确保排

水管网良好运行的重任，广大排水工作者兢兢业业、执着奉献，保证了排水设

施完好畅通。

《石家庄市排水志》的编纂工作，自 2013年 2月正式启动，历经三个春

秋，数易其稿，终于问世，至此结束了石家庄市没有排水志的历史。该志全面

客观地反映了石家庄市城区排水事业的发展历程，体例完备，资料详实，具有

很强的专业特点和时代特征。我们希望这部志书能够为各级领导把握石家庄市

排水发展方向，利于科学决策，提供有效服务；能够为社会各界了解石家庄市

排水发展，有所借鉴；能够成为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积极参与城市

排水建设、石家庄城市发展的专业教材，从而激发排水工作者，凝心聚力，锐

意进取，不断开创城市排水事业发展新局面。

《石家庄市排水志》的编纂，是集各方力量和智慧，密切合作的结果。在

此，谨向付出艰辛劳动的广大修志人员以及给予关心、支持、帮助的所有单位

和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

201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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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原则：本志以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为原则，祥实记述了石家庄市

城区排水、防涝的历史与现状，力求全面、系统地为石家庄市城市建设咨政、

存史。

二、记述范围：本志以石家庄市2015年行政区划所辖地域为记述范围。地

域上，以石家庄市主城区范围记述为主。

三、时间断限：上限力求自事物发端始，下限至2015年底。中间年代或因

各种政治运动等原因，有断线现象。

四、结构层次：本志首设概述，依次为大事记、沿革、河道与明渠、雨水

排水系统、污水排水系统、城区防洪、管理、人物及县（市）排水诸章。为统

揽全貌，首章破格设排水历史沿革章。共计八章。

五、体例结构：本志体例采用章节目体，篇目设计采用中小编结构，遵循

“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排序。

六、体裁形式：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索引等 8 种体

裁，以志为主。各种体裁互相配合，从不同侧面反映客观事物的统一性和多样

性。

七、语言文体：除附录及规划文献外，本志正文均采用规范的现代汉语语

体文。概述以叙为主，叙议结合。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正文均以记述文体，

以类系事，横排竖写，叙而不议。力求言简义丰、通畅流顺。

八、纪年方法：本志采用公元纪年。

九、人地称谓：本志以第三人称记述。人名和地名，直书其名。必要时冠

以职务。地名遵循标准地名称谓。单位名称均用全称。

十、人物记述：因行业所限，本志未设人物传及人物简介。人物名录以石

家庄市排水主管部门为主。

十一、数据书写：本志数据以统计部门为准，统计部门未有者，以业务部

门为准。数字书写以国家颁布的《出版物数字用法的规定》为准。涉及国际统

一数字及规格型号者，以国际惯例为准。计量单位均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凡 例 1



十二、资料来源：本志资料大多来源于石家庄市排水主管部门文书档案和

各承编单位，规划设计资料来源于石家庄市规划设计院。各种资料均注意考证

核实，入志时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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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石家庄市城区排水的发展，自1930年代至今近百年来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

段。

1903 年，京汉、正太铁路建成通车带动了石家庄的发展。到 1920 年代

末，石家庄已经形成一个约有6万人口，面积11平方公里的市镇。由于没有排

水设施，居民、商户的污水排入自挖的窨井或就地倾倒，雨水为自然排放及利

用地势排入坑塘。1931年，修建了南小街（包括北小街）石砌马蹄形方沟下水

道，这是石家庄市第一条公用下水道。同时铁路工厂、炼焦厂、大兴纺纱厂也

相继自建了本厂专用排水管道，分别排入厂区附近的坑塘。

日伪占领时期，先后修建了一些较宽的市区道路，道路两侧修建了水泥混

凝土和砖砌排水明沟。到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时，全市共有排水管道6.167
公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石家庄市城区排水建设发展很快。

1953 年至 1957 年期间，按照国家批准的石家庄市第一期城市总体规划，

开挖兴建了九条排水明渠，铺设了三条主干管道及二十条次干管道，初步形成

了三大排水系统。至1957年底，排水管道总长度达到37.39公里。

1958年至 1960年期间，重点是东北工业区排水管网建设，同时，在繁华

商业区、居民聚居区大量铺设排水支干管和支管，并新修排水明渠三条。1961
年至 1963年排水设施修建很少，至 1965年底，排水管道总长度为 69.25公里，

日排放污水达到2.04万吨。

1966年至 1976年十年间新建排水干管、支管 35条，并自 1970年代以后，

随着建成区的不断扩大和铁路地道桥的新建，先后修建了市区东部的雨、污分

流排水工程和17座地道桥排水泵站（均系雨水泵站）。根据市区建设需要，先

后将部分明渠改为暗沟，有的建为雨、污分流。

1982年以后，按照国务院批准的第二期城市总体规划要求，新建排水管道

全部为雨、污分流制。至1998年底，市区排水管道总长度为581.46公里，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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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排水志

污水排水泵站22座，排水明渠7条，总长度为39. 06公里，已形成较完整的桥

西、桥东和长安三大排水系统，并由雨、污合流制向雨、污分流制转变。

进入21世纪，石家庄市城市建设突飞猛进，排水管网的建设也随着建成区

的扩大不断延伸。截至2015年底，全市排水管网主次干管总长2256.53公里。

近百年的城区排水发展证明，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是辩证相依的。城市排

水设施建设发展必须以城市经济发展为前提，经济发展带动城市建设排水设施

的发展。城市各项市政设施包括排水设施的建设又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保证。城

市经济发展依赖于城市各项市政基础设施功能的作用，两者密不可分，须协调

发展。离开经济发展的物质条件超过财力的可能即脱离客观实际；只注重经济

发展而忽视市政基础的建设，城市经济建设必然受到阻碍和损害。石家庄市在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两者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经济建设与城市建设较为协

调，发展都较快。1958年“大跃进”以后，尤其“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坏了

正常协调关系，忽视各项市政基础的建设，造成城市排水等基础设施过多地

“欠账”，严重阻碍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

施的建设与经济建设逐步摆到相应日程。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各项市政、公用

基础设施如道路、排水等有了较快的发展，与经济建设发展日趋适应，促进了

经济建设顺利发展。今后仍必须正确处理好两者的辩证关系，保证两者协调发

展。

城区排水是市政公用事业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石家

庄市城区排水事业取得了较大发展，今后要继续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充分

体现人水和谐的科学理念，坚持城市排涝与流域防洪、区域防洪排涝和水环境

统筹协调的原则，结合河道整治，确保实施雨污分流，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和实

施情况制定排水工程规划。近远期规划相结合，近期逐步提高城市排水标准，

建立较为完备的排水系统，在规划标准下城市基本不受涝，保障城市健康发

展，远期城市排水标准全面提高，建立起完备的排水系统，河道排涝全面达到

消除积淹地区。因地制宜，统筹兼顾，提高排水能力，确保排涝需要，形成排

水通畅、河道环境优美、利于城市水生态良性循环的生态环境。为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改善人居环境，构建和谐社会，城市排水管理者将继续埋头苦干，以

新的面貌和新的业绩开拓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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