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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玉坤

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社会赖以前进的基础，因而，水

利不仅是农业的命脉，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它直接关系到国家

的兴衰存亡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与水、旱灾害作斗争，历来是治

国安邦的重要措施，纵观历代政权的兴衰存亡，除政治方面的因素

外，多与治水的兴废密切相关，凡重视水利者，社会生产力即得以发

展，国泰民安；反之，则旱涝频繁，民饥国衰，社会动荡不安，所以，《管

子》一书说：“善为国者，必先除五害”(五害指水、旱、风雾霜、瘟疫、虫

灾)，“除五害之说，以水为先”。 √

’阳信县地处黄河下游北岸，海河流域东南隅，水旱灾害频繁，治

水历史悠久，夏禹治水的传说，妇孺皆知，仅自有历史记载的春秋时

起，迄今亦有2000余年的历史。2000多年来，阳信人民为了生存与发

展，前赴后继，在治水活动中付出了艰辛劳动，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别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勤劳勇敢的阳信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

导下，制定水利规划，开挖河道沟渠，发展引水灌溉，兴建桥涵闸坝，

治土改碱，抗旱打井，平整土地，加强工程管理，提高综合效益，取得

了历史上几千年无可比拟的巨大成就，对改变生产条件，抗御水旱灾

害，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阳信县水利志》本着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较为系统地记

述了阳信县古今治水的起伏过程，客观地总结了治水的成败得失与

经验教训，它不仅是当前大举兴办水利的重要资政依据，也为后人治

水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借鉴史料。该书体现了新编专业志的目的和要

求，期望它在“资政、教育、存史p等方面发挥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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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J
，

《阳信县水利志》是阳信县第一部水利专业志。本志的编写，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阳信县水利事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达到

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志在“资治、教化、存史”，为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

． 1．本志力图体现时代特点和具有丰富的内容，上限不做统一规

定，尽量追溯水利事业在阳信县的发端，下限断至1985年。’． j

2．坚持详今略古和古为今用，立足当代，侧重近代，上溯从简，重

点记述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水利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

3．坚持求实存真，重点记述具有本质意义和规律性的内容，突出

阳信县的鲜明特点和地方特色。

4．本志内容包括概述、大事记和概况、水资源、自然灾害与抗灾

斗争、河道治理、农田水利、灌溉工程、水工建筑物、水利管理、勘测规

划设计、水利科技、机构沿革、水利英模及附录，力求大事不漏，琐事

不录。所用资料，均经过慎重考证，准确完整，翔实可靠。

5．本志的体裁，以志为主，辅以述、记、传、图、表、录，力求图文并

茂。 ．

一

6．本志采取横分门类，纵述始末，按章、节、目统筹排列，力求门

类齐全，领属得当，详略适宜，脉络清晰。

7．文体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并加注标点符号。除引文外，

力避文言文和文白夹杂。

8．新中国建立(1949年)以前的历史纪年，依当时的历史年号书

写，并用括号加注公元纪年；新中国建立后的纪年，用阿拉伯数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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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

9．机构、人物一律使用第三人称。机构名称第一次出现时记述全

称，重复出现时使用简称；记述人物一律直书职务、职称和姓名，不冠

褒贬词语。
’

’10．数字的书写，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部门1987年

联合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统计数字采

用阳信县统计局和阳信县水利局的统计数字。

11．本志所记高程，除注明者外，均为黄海高程。 。

12．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古籍、报刊、专著和口碑，除引用古籍

原文时标注出处外，其他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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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至37。43’，县境东西横距39．7公里，南北纵距20公里，面积792．492平方公

里。

．阳信历史悠久，远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聚居。从商朝至民

国，归属辖地屡历沿革，建国后行政区划又几经变迁，1985年辖阳信、商店、温店

3镇和劳店、水落坡、小桑、雷家、河流、翟王、洋湖、鹁李、流坡坞、银高10乡，879

个自然村，92894户，389328人。 ．

阳信县属黄河冲积平原，在地质构造上，近于渤海凹陷中心。随同泰山、太行
、 山、燕山等高地的隆升，黄河浊流的冲淤，沉积物逐年加厚，到第四纪，沉积物超

过了下陷，构成了平原。沉积层堆积物疏松，地表形成土壤。土壤分潮土与盐土

两个土类，潮土类总耕地面积71．16万亩，盐土类1．76万亩。按土属分为潮土、

褐土化潮土、滨海盐化潮土、滨海潮盐土。潮土有46．．05万亩，主要分布于缓岗及

微斜平地，多为轻壤、中壤、质地松紧适度，保水保肥性能好i适宜多种作物生长，

是全县耕地的主体。褐土化潮土有4．55万亩，分散于缓岗之间，其性能好于潮

土，适宜种植棉花、粮食等。盐化潮土有20．56万亩，多处于浅平洼地的边缘和微

，斜平地的中下端，为轻壤与沙壤，性能松散，通透性强，适种期长，但漏水漏肥，地

力较薄，宜种杂粮、棉花及根瘤作物。滨海潮盐土有1．76万亩，处于浅平洼地，地

下潜水位高，长期显盐碱，自然植被不多，往岁多撂荒，今经改碱，已有部分能生

、 长抗碱性作物。’ 々

． 阳信属温带东亚季风大陆性气候，大陆度为67．3％。冬冷夏热，四季分明，

光照充足。冬季风向多偏北，气候干燥，雨雪稀少，气温多在零下5"C左右；夏季

东南季风频繁，湿热多雨，气温在27℃左右，春季回暖快，西南风强烈，干燥少

雨；秋季清凉气爽。

由于受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的影响，水文现象的时空分布比较复杂，多年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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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水量。为全面推广打井新技术，县水利部门在河流乡祁家村、菜园刘乡阎集村、

· 流坡坞乡李铁匠村举办了学习班，每期培训60余人。1957年，县水利部门又派

人赴阳谷、寿张等县学习下横泉技术，并在河流乡曹家村举办训练班进行推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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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刘乡董徐村北成功地打成第一眼梅花井。梅花井是在主井四周增打4眼附

井，主井距附井约5米，再用横泉工具在水位1米以下将主井与附井穿通，该井

可大大提高出水量。同年，县里还派人到天津杨柳青学习了井中打井法。1958年

9月，惠民专署组织了各县县长和水利局长到寿光县学习打井技术，会后各县均

成立了打井办公室，由农村工作部部长王汝岭挂帅，县水利局派员参加工作，至

1960年，全县建成各类水井540眼。同年，由于全县农业喜获丰收，群众受到极

大鼓舞，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特别是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

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一总路线和大跃进运动兴起后，随着全国形势的发

展和影响，全县掀起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群众性治水活动，铺开各种农田水

利工程项目上百处，开挖了大批田间排水工程、改碱工程，无棣县(当时无棣、阳

信二县合并为无棣县)创造的。爆破挖河法"，一声炮响，引来了8省参观团。1959

．年，阳信县为了进一步发展灌溉，在专署的统·规划部署下，参加了簸箕李引黄

灌区的兴建，当年建成了引黄干渠——幸福河(又称簸箕李引黄灌区二干渠)，上

接簸箕李灌区总干渠，下通无棣县马顿河，开创了史无前例的引黄灌溉。

＼ 经过1959年和1960年连续二年的艰苦施工，建成的引黄工程发挥了重要

作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由于当时灌区排灌工程不配套，开挖的沟渠截

断了自然流势，加之引黄灌溉中盲目滥引、滥蓄、滥灌，导致了地下水位上升，土

地碱化，盐碱地增加，粮食产量日趋下降，群众生活发生困难，水利建设转入低
●

潮。
“

’

1961年夏，阳信县遭受了历史空前的暴雨袭击，年降水量819．3毫米，又加

客水压境，各河、沟、渠洪水暴满，决口漫溢，串流成灾，涝地数万亩，由于盲目引

黄造成的地下水位升高和1961年的大涝，更加重了土地碱化，同时鉴于“大跃

进’’中出现的错误和连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国民经济与群众生活困难，党中央发出

了水利建设。只搞配套，只搞续建，不搞新建’’的指示，于是，水利建设进入。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刀的阶段。1962年3月，中央领导同志在河南省范县主持召开了

引黄灌溉会议，会议决定立即停止引黄，平渠还耕，恢复水的自然流势，遵照会议

部署，簸箕李引黄灌区于当年7月停止了引黄，阳信县的大部分灌溉工程也平毁

还耕，建筑物亦被拆除，水利建设转由以挖沟排涝为中心内容，当年全县排水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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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3月8日开工，至4月2日竣工，历时26天，圆满完成了施工任务。同年，为了

发掘地下水资源，从桓台县请来了打井技术员，举办培训班，培养了一批打井技

术骨干，但由于当时缺乏测水设备，在建成的216眼机井中，有69％的机井因水

质不好或成井工艺不当而废弃。为了提高机井质量，阳信县于’1968年购置了物 ， +

探设备，钻井工艺日趋完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成井率也显著提高。据统计，

1969年该县拥用浅机井钻机48部。在这种情况下，县水利局成立了临时深井

队，于12月在城关公社双庙村打成第一眼380米深的自喷井。

1970年，为了排泄马顿河、徒骇河之间低洼地带的积涝，由省规划设计，开

挖了德惠新河和商东河。德惠新河起源于平原县王风楼，流经阳信县西部；商东

河发源于商河县东部，流经阳信县西部。1971年，经山东省根治海河指挥部批

准，兴建了德惠新河王杠子拦河闸，该闸总长69米，分10孔，每孔宽6米，高4

米，排涝流量296秒立方米，防洪流量450秒立方米，使用投资103万元。7

恢复引黄灌溉后，阳信县又兴建了引黄干渠魏韩沟、朱栗沟、三分干、纸王干

和温水东西线引黄分干等，扩大了引黄面积。
’ 一4

随着骨干河道的治理和引黄工程的兴建，台田、条田、沟洫畦田工程也从无

到有逐步发展起来。阳信县原有万亩以上的洼地20余个，如苜蓿洼、大赵洼√、．

方寺洼、青坡洼、官庄洼、欧李洼等，1978年在雾宿洼兴办了万亩方配套工程，完

成土方222．4万立方米，工日62万个，兴建各类建筑物149座，达到了台田成

方，沟渠成网，能排能灌，排碱、引黄各类条件具备的农田，全县坑塘发展到463

个，机井2650眼，扬水站56‘处(装机75台、5090．8马九)。。二’：’：一

伴随着河道疏浚和沟渠兴建，阳信县的水利建筑物工程也得到了相应发展，

1952年接长青坡沟、疏浚钩盘河后，随即兴建了刘王庄、王集、张贤、东西大寨、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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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共有桥梁24座，白杨河26座，青坡沟11座，德惠新河5座，幸福河14座。为

了发展蓄水灌溉，还在德惠新河、东支流、白杨河、商东河兴建了4座拦河闸，德

惠新河王杠子拦河闸是阳信县最大的水利建筑物工程，兴建于1970年，为10

孔，钢筋混凝土开敞式，排涝流量296秒立方米，防洪流量450秒立方米，可蓄水

1000万立方米，控制灌溉面积5万亩；东支流长庄拦河闸，兴建于1972年，可蓄

水100万立方米，控制灌溉面积3万亩，白杨河王集闸，兴建于1971。年，设计防

洪流量75．5秒立方米，可蓄水100万立方米，控制灌溉面积3万亩；商东河戚家

拦河闸，兴建于1977年，防洪流量64．2秒立方米，可蓄水100万立方米，控制灌

溉面积1万亩。此外，为适应排水和引水灌溉的需要，各河还兴建了许多引、排水

’涵洞：1971年修建了王杠子引水涵洞，位置在跃丰河首德惠新河东岸，可通过此

涵洞将德惠新河水引入白杨河，过水能力10秒立方米11972年修建了后王引水

．涵洞，位于德惠新河东岸，可通过此涵洞将德惠新河水引入钩盘河，过水能力10

秒立方米，1971年至1974年在德惠新河建成了王坤兮、李什、后闰张、石佛庄、

前吴店、崔家楼6座排水涵洞，1978年在白杨河建成了4座涵洞，即后边支沟涵

洞、温洋支沟涵洞、前菅支沟涵洞和周商支沟涵洞。同时，为适应引黄灌溉的需

要，还兴建了4座渡槽，即刘庙新旧渡槽，是1970年和1979年先后建成的两座

幸福河穿越钩盘河的渡槽；十里堡渡槽，是1973年建造的幸福河穿越白杨河的

渡槽；小张渡槽，是1977年建造的温水东线分干穿越东支流的渡槽。

总之，新中国建立36年来，阳信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水利建设方面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作出了巨大牺牲，开挖了青坡沟、钩盘河、东支流、白杨河等

排水河道，兴建了幸福河、温水东西线分干等引黄骨干河渠，治理涝洼地47．7万

亩，建成机井7．391眼、坑塘463个、水井13000眼，有效灌溉面积发展到33．5万

亩，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76413．5马力，排水、灌溉、副业加工等大部分实行了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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