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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古语讲"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邦国者以志为鉴。"隔代编史，当代

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 宁河县水务志 (1994-2010 年) )) 编修出

版，堪称宁河水务发展史中的一件大事、喜事 。

此次续修 《 宁河县水务志 )) ，距宁河县第一部水利志书问世己 17 年之

久 。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宁河水务工作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的治

水新思路，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深化改革、推进工作等方面都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各项事业成就显著，实现了历史性的新跨越，为全县经济

社会加快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

续修 《 宁河县水务志 》 内容囊括 1994-2010 年的水务(水利)工作，

涉及水利环境、水文水资源、供水与排水、防汛抗旱、农村水利、工程建

设、工程管理、水法制建设、水利经济、规划科技教育、组织机构队伍建

设 11 幸 39 节，翔实记述 17 年来宁河水务(水利)发展历程，展现了宁河

水务(水利)人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积极进取、追求卓越的精神风貌和

工作成就，内容丰富，体例规范，史料翔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专业

特点 。

通读 《 宁河县水务志 (1994-2010 年) )) ，字里行间映衬着水务(水利)

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智慧和潜能 。 修编过程中，编者始终以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深入调研，反复论证，坚持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尊重科学的原

则，实事求是，据事直书，突出了宁河水务(水利)特色和区域特征。其

间，得到了天津市水务志编篡委员会以及各有关单位的热情帮助与鼎力支

持，在此一并致谢 。



谨望 《 宁河县水务志 (1994-2010 年) )) 能为宁河的发展起到"资治、

存史、教化"的作用。

希望水务战线广大干部职工继续弘扬自强不息的精神，以更加有为的

工作和突出的业绩，为宁河跨越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

叫记/多和九
2014 年 11 月



凡例

一、 《 宁河县水务志 0994-2010 年) )) (以下简称本志)是 《天津水务

志 》 系列丛书之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实事求是的

科学态度，力争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统一 。

二、本志遵循国家级有关部门的规定和志书的规范规定，记述地域范

围以现行行政区划为准，客观系统地反映宁河县 17 年水务(水利)的发展

过程与现状 。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综合

运用，结构层次采用横排门类，纵述史实，设幸、节、目"综述" "大事

记" "附录"不多IJ 章、节 。 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未体 。 表号编

号排序为幸号一节号一序号，序号以全书为单位编排 。

四、本志是继 1996 年版 《 宁河县水利志 》 的续编，上限 1994 年，下

限 20 1 0 年，为保持志书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可适当上 i朔和下延。

五、资料来源，以历史档案、文献资料为主，外调材料、口碑资料为

辅，坚持反复推敲，存真去伪 。 统计数字以局统计部门核定数据为准。

六、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 。 文字、标点符号、计量单位及数

字的使用均以国家规定为准 。 高程系统随文记述 。

七、本志中记述的机构名称和地名以记事年代为准，在志书中第一次

出现时使用全称，括号内注明简称，再次出现时使用简称，如:中国共产

党宁河县委员会(简称宁河县委) 。 地名不同时用括号加注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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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3 

宁河县位于华北平原东部，渤海湾西北部，天津市东北部。北与河北省唐山市丰

润区、玉田县为邻，南与天津市东丽区、滨海新区相连，西与天津市北辰区、武清区、

宝城区搭界，东与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丰南区、汉沽管理区接壤。 2010 年，宁河县

土地面积 1031 平方千米，耕地面积 3. 87 万公顷。辖芦台、岳龙、丰台、板桥、苗庄、

宁河、东棘培、大北涧沽、七里海、潘庄、造甲城 11 镇，廉庄子、侬口、北淮淀 3 乡，

283 个村民委员会， 28 个居民委员会。至 2010 年年底，全县总人口 383184 人，其中农

业人口 281716 人，非农业人口 101468 人。

20 1 0 年，宁河县境内水利基础工程设施有行洪河道 5 条，总长 152.04 千米;排沥

河道 12 条，总长 162. 5 7 千米;中型水库 1 座，各种深渠 172 条，蓄水坑塘 384 个 。 市

县管水闸 1 5 座;拦河橡胶坝 3 座;全县有扬水站(点) 521 座，其中国有县管扬水站

11 座;国有乡镇管扬水站 41 座;集体乡镇、村管扬水站(点) 469 座，机井 3338 眼 。

芦台城区有供水水厂 4 座，供水泵站 1 座，污水处理厂 1 座。

1994-2010 年宁河水利坚持科学发展、关注民生、以人为本、人水和谐的治水理

念，以确保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生态安全为目标，努力构建防洪除涝安全保障体系、

节水型社会管理体系、城乡供水安全保障体系、水生态环境保护体系，为宁河经济社

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水务保障和良好服务。

1994-2010 年， 宁河水利事业蓬勃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

第一阶段 1994-2000 年 。 宁河县水利局遵照"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的方针，防汛抗旱除涝并重，开源节流保护并举，突出抓好水利基础设施

建设。 大力推进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与管理体制改革，基本建立了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的水利新机制 。

坚持以抗旱节水为中心，狠抓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 累计完成土石方 8818 万立方

米，清挖干支渠 3198 条，长 3253. 4 千米，新建加固水库 18 座，新建支渠以上配套建

筑物 1488 座，新打机井 421 眼，连片治理及平整土地 4. 29 万公顷，修建防渗渠道

403.49 千米，新增节水灌溉面积 4921 公顷，改造中低产田1. 92 万公顷，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显著增强 。

全面强化防汛抗旱综合能力 。 先后完成葫运河堤防治理工程 27. 96 千米(包括治

理大杨河圈堤防 1 段，长1. 5 千米) ;重建、加固口门 33 座，到运河津榆支路芦台大桥

开卡、接长，新建前运河北岳庄桥 1 座 。 为确保防洪安全，加大了蓄滞洪区安全建设

力度，修建 19 条撤离路，全长 37. 65 千米，修建安全避水房 9028 平方米，为蓄滞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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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快速转移提供了便利条件 。 旱涝兼治，排蓄结合，相继完成小芦站、东棘吃站机

泵更新改造工程 。 为拦蓄汛末过境客水，解决东部缺水问题，完成西关引河、卫星河、

津唐运河(造甲船闸至津芦南路桥)清淤工程。为有效蓄水，实施橡胶坝更新改造工

程，特别是 2000 年建成的葫运河橡胶坝，拦蓄上游水源长度 35 千米，拦蓄能力 1100

万立方米，在蓄淡防咸、防污、调剂水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1997-2000 年，年降

雨量偏少，宁河县境内连续大旱，为满足春播生产用水，积极争取从上游周边地区引

调水源1. 17 亿立方米，积极推广工程节水与农艺节水新技术，有效促进农业节水，最

大限度缓解旱情 。

大胆尝试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与管理体制改革，为农村水利设施建设管理

和经营注入新的活力 。 1999 年 4 月，成功的对小李乡李老村 2 座泵点、岳龙镇小田村 2

眼机井和大北镇西排灌站的产权成功地进行了现场拍卖，敲响了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拍

卖第一槌，在天津市范围内率先实现了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零的突破 。

第二阶段 2001-2010 年。这一时期是实现水务成功转型、水务事业实现跨越发

展的 10 年 。 宁河县水务局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保障经济、服务发展、改善

民生"为目标，服从服务于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持水安全、水资源、水环境三

位一体、相互协调的治水理念，扎实推进民生水务建设和水务一体化进程，水务事业

实现和谐、快速、健康发展 。

2001 年 4 月 1 日，宁河县水务局正式挂牌，将原宁河县建设管理委员会(简称县

建委)管辖的供水站、城区排污站和宁河县节约用水办公室(简称县节水办)划归宁

河县水务局，改变了以往形成的对水资源条块分割、部门分割、多头管理的格局，逐

步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型水务管理体制 。

防汛抗旱工程体系逐步形成，基本实现东西水系贯通 。 完成到运河治理工程 6 段，

治理堤防长 13. 98 千米(包括大杨河圈 2 段，治理堤防长 5344 米) ，重建、加固口门

15 座，泵点重建 5 座 。 到运河已达到 10 年一遇的防洪标准。完成长 20. 1 千米的青污

渠、青龙湾故道清淤工程 。 完成长 20 . 4 千米的津唐运河(田辛船闸至金钟河、津芦南

路桥至齐家埠)、青排渠(王庄桥至潘庄农场桥)综合治理工程，为实施西水东调提供

有效保障。 在蓄滞洪区内修建长 5 . 86 千米的水泥撤离路 1 条，在青污渠上重建大龙湾

桥 1 座 。 重建董庄、赵庄、苗庄 3 座扬水站，恢复设计流量 30 立方米每秒。完成市玉

米原种场泵站更新改造工程，兴建津唐运河淮淀泵站。实施城区排水管网雨污分流工

程，新建华翠雨水提升泵站 1 座 。 技资 5 . 45 亿元，更新改造潮白新河乐善橡胶坝，并

实施张老闸至乐善橡胶坝 26 . 31 千米河道清淤、蓄水工程 。 形成了拦、排、蓄、分相

结合的较完整的防汛抗旱工程体系。

城乡供水保障能力逐步提升。供水站划归水务局后，为改善城区供水条件，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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