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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 一

《安新县水利志》是安新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专业志。它源于历史、服务当

代、有益后世，必将起到资政、教育、传史的重要作用。 ·

安新县地处大清河南支九河下梢的白洋淀周边，古为燕南赵北之地，素有

泽国之称。历史上洪涝则“田芦漂没、尽成汪洋、死人无算”，旱蝗则。骨肉相

食、死者相继，十室九空’’，庶民百姓苦不堪言。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安

新县的水利建设事业极为关注，屡拨巨款。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来县视察，使

全县人民倍受关怀和鼓舞。尤其是1972年经周恩来总理主持确定了白洋淀“滞

洪滞沥、蓄水灌溉、鱼苇生产、综合利用"的运用方针后，综合治理白洋淀纳

入了根治海河工程。数万治河民工连年奋战，加高培厚了堤防，疏竣了主要河

道。四十年来，安新县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识大体、顾全局，圆满 ．

完成了历年的防汛任务，在农闲的冬春时节连续不断地掀起兴修水利的高潮，取

得了水利建设的巨大成就。如今，五道堤防婉若长城，二十一处扬水站镶嵌其

中，排灌渠道经纬如网，闸桥机井貌如繁星，环绕白洋淀基本形成了较为完整

的防洪、排涝、治碱、灌溉四大工程体系，并且历年都得到整修完善。这些工

程为安新县的经济腾飞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

水利事业是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水利兴则百业兴，在，

安新县地位明显突出，举足轻重，已使我感受颇深。积多年治水的经验教训结

合县情，安新县坚持‘‘以防洪为主、除涝治碱并重、井渠联灌、防止污染"的

治水方略行之有效，应持之以恒、长抓不懈。现今存在的防洪工程标准偏低、扬

水站老化失修、配套工程不齐、水污等问题也有待进一步解决，水行政管理体

系也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相信有党的正确领导，有全县人民艰苦创业的精神和

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水利建设事业一定会迅猛发展。最佳的水利环境一定会

使’华北明珠’’白洋淀更加灿烂辉煌。

《安新县水利志》对有记载以来的治水活动，功过得失，经验教训记述客观

全面，观点正确，资料丰富，内容翔实，文笔流畅，是一部很好的辅治之书。

安新县水利志编纂委员会邀我作序，深感责无旁贷，为祝其早成付梓，谨

书数语为序并向全县人民表示祝贺。

郭恩志

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 玉

注：郭恩志现任中共安新县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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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安新县水利志》的编纂工作，历时六载， j

’： ’：经过编纂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安新县第一部水利专业志终于问世。它的问世是I．
’‘

’安新水利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确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 ．-

’

， 《安新县水利志》的编纂工作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统合古今，秉笔直+．

‘‘．’ 书。尤其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0年来的水利建设，进行了’科学的编纂，突

，出记述了安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治水兴利的光辉业绩。全志资料丰富。

内容翔实，特点突出，层次清楚，是一部承上启下。服务当代，利在千秋的历

．．史专志j必将起到资政、教化、存史的功能。
一 安新县地处大清河流域中下游，素有九河下梢之称。白洋淀位于安新县东

．． 部，历史上受永定河、滹沱河洪水及黄河水顶托，加之大清河流域洪水泛滥的

影响，水灾频仍，人民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苦不堪言。但是英雄的安新人民
’

在与洪水的长期斗争中，取得了丰富的抗洪经验。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安新人
，、 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兴水利、除水害，展

．开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疏河道、筑堤防、挖沟渠、修闸涵、建桥梁、打机井、。

建扬水机站，安新水利建设取得可喜的成绩。+在全县五大封闭区内，排灌渠道
。 ． 密如蛛网，机井星罗棋布，形成了旱能提水灌溉，涝能扬水排沥，防洪、除涝、1

’

，治碱、灌溉二一体化的系列工程。在安新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

、．

‘

一大的作用。一 。 ．。 ，，

‘． ’水是生命的源泉√水利是工农业生产的命脉，水利建设是国民经济建设的
¨

重要组成部分。’我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安新人民必将在水利建设
。一

t⋯ 的征途中，取得新的业绩。一 ·一’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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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记以编年体为主，编年体和记事本末楣结合。

四、志书中历史资料多选自清道光丙午年修《安州志》、《畿辅通志》、《--

十五史河渠志注释》、《白洋淀综合治理与开发研究》等书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多采用地、县水利、统计部门资料，为节省篇幅志中一般不注出处。

五、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以各朝代年号纪年，加注公元年号。

1949年后用公元纪年。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志中第一次出现记全称，以后按不同时期简记为

“建国一、。建国前势、“建国后"。

七、本志凡称．。党力均指中国共产党，党的各级组织称党支部、党委、县．

委、地委、省委。凡称。人委’’、“革委一、。政府一均指人民政府。

八、志书中数字表示，除习惯用法外，均采用阿拉伯数字记，计量单位除

引用原文外，均采用国家公布的标准计量单位。海拔高程采用大沽基面高程，其

它基面予以注明。

九、志中地名以河北肯测绘局1981年出版的河北省地图集为准。古今名称

不一致的加注今名。

十、对治水人物的介绍，采用传、简介和列表的形式或以事系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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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l·

概

安新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平原，保定市东部，地理座标在东经115。38’至116。

07’，北纬38。43’至39。02’之间，东邻任邱、雄县，西界徐水、清苑，南同高阳

接壤，北与容城相连。总面积733．8平方公里，其中境内白洋淀占地面积312平

方公里，淀外旱区面积421．8平方公里。新安镇为县政府所在地，是政治、经

济、文化、交通中心。

今安新县境，在春秋战国时为燕国之地，秦时为广阳、巨鹿两郡之交壤地，

西汉至隋代为广阳、容城两县辖境。西汉时境内有浑泥城(今安新县之新安)和

葛城(今安新县安州)两邑。汉末曾在葛城设依政县属河间国。唐如意元年

(公元692年)在葛城置武昌县，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改名唐兴县，初属瀛

州后属易州。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又改隶莫州。宋淳化三年(公元992

年)建顺安军，金泰和四年(公元1204年)置渥城县，元至元九年(公元1273

年)置新安县属保定路。明、清为县治，为保定府所辖。民国二年(公元1913

年)安州与新安县合并，始称为安新县隶属保定道，1928年废道，直隶于河北

省。1937年划属河北省第一督察区，1938年至1940年划分为安新县和新安县，

同属冀中区四专区，1940年合并仍称安新县，1944年至1945年划出白洋淀置

白洋县，1945年秋安新、白洋二县合并仍称安新县，1945年8月29日安新县

解放，1949年划归保定专区，1950年安新县人民政府由安州迁至新安。

建国后，安新县属河北省保定专区。建国初辖安州、新安、端村、同口、老·

河头五个区，1958年由徐水、容城、安新合并为徐水县，1960年11月恢复安

新建制属保定市辖，1961年复保定专区安新仍属之，1970年保定专区改保定地

区，辖安新县至今。全县现辖15个乡，6个镇，173个自然村，210个行政村，

全县人口36．4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5．15万人。

安新县境域属海河流域，大清河中游，地处滹沱河和永定河冲洪积扇相挟

持的低洼地区，地势自西向东南倾斜，海拔高程6．51"--,10．8米。淀区淀底高程

5．5"-'6．5米。白洋淀是华北平原的最大淡水湖泊，承纳潴龙河、孝义河、唐河、

府河、漕河、瀑河、萍河、白沟引河等八条河流洪沥水，总流域面积3．12万平

方公里。十方院水位10．5米时，白洋淀总面积366平方公里，约85％面积在安

新境内。

白洋淀淀区由大小143个淀泊、，3700多条壕沟组成，万亩以上淀泊6个，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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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相连，．沟壕纵横交错，’芦荡菏塘密布，·村镇园田镶嵌其间，白洋淀这特有的 ．

，

自然景观，令人留连忘返赞叹不已，。现已开发成为华北著名旅游胜地。白洋淀

的鱼苇资源丰富，是我国苇席生产重点区之一，苇席．、苇泊除畅销国内17个省，．

市外，并出E1日本等五个国家。鱼、虾、蟹、贝、鼋鱼、松花蛋更是久负盛名。，

．安新县内有新安北堤、唐河南四门堤、唐河北四门堤、淀南堤、障水埝，5．

道堤防将境内分割为五大封闭区，其中较大的洼地有边吴洼、磁白洼、大王淀．、

营家淀、垒头洼、石臼洼、淀南洼，其面积37．88万亩，占全县洼地面积59．86％。 r

洼地土壤分布以潮土为主，其次是沼泽土，水稻土仅见于端村镇和关城乡。洼

地是安新县麦、稻、玉米、豆类的主要产区。 ‘．

一

安新县属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少雨，夏季炎

热多雨，秋季天高气爽，冬季寒冷少雪，多年平均降水量537．1毫米，但年际

变化较大，年最大降水量941．6毫米(1988年)，年最小降水量263．3毫米(1962

年)，年内分配不均6～9月降水量占全年的83％，以7月下旬至8月上旬尤为

集中。淀区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1761．7毫米，最大值达2132．6毫米(1972

年)，最小值’1535毫米(1979年)。多年平均气温12．1℃，极端最高气温40．7℃，

极端最低气温一26．7℃。无霜期182天，多年平均日照2664．34小时，太阳辐

射量128．8千卡平方厘米。土壤冻结期一般在12月上旬至3月上旬，冻土深度

平均42厘米。白洋淀初冰期在11月末，冰期至翌年3月中旬，冰厚o．’19-～0．

42米。。
‘

．·

安新县地处九河下梢，古有泽国之称，入淀河流多，洼地多，构成特殊地
理环境，因受气候特征的影响，春旱秋涝特点突出，尤以沥涝灾害为频，素有．

“十年九涝’?、“一年涝三年难涸’’之说，据历史水旱灾害资料统计，历代元、明、

清及民国水灾平均2—6年发生一次。清代(1644_1910年)的267年间发生水

灾118次。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七月末至八月初；海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 一

永定河分洪入大清河，雄县八排决口，白洋淀十方院水位10．43米，安新县全

’部堤防漫决，安新、高阳、容城、清苑、雄县被水淹i八月六日夜，日、．伪军

扒开了千里堤，群众及时抢堵，次日拂晓；驻安新日军乘汽艇前往用机枪扫射， ．·

。驱散堵口民众，口门冲宽310米，洪水汹涌倾泄，淹了天津市及下游村镇。’

安新县虽属水旱灾害频生之地，但白洋淀的特殊地理环境和经济位置，为

，历代所重视，}／口-x水活动源远久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所筑燕长城就绵亘于此，因， ．。

兼有挡水之功，故《河北通志稿》载有长城堤，清《安州志》也有。“相传秦时 ，』

便筑有古堤”的记载。在《二十五史》中载有宋代以前本地治水活动情况。+ i|

北宋年间，安新地处边陲争战之地，宋为抵御契丹南侵，在边吴泊、涝淀、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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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洋淀等九处建立屯田防线j莫州石普、．保州刺史杨延昭等著名将领都曾在此‘

屯田御敌，，筑堤贮水以利御敌营田韵措施，在军事和农业方面产生了一定作用。

元、明时期；处于京都周围的北方农业得到重视，尤其是明太祖朱元璋施

行“重农业，移民垦殖，计民授田、兴工商、。开河筑路，官兵私养，促进民间

运输’’等措施，’使安新变化很大，据1988年地名普查，全县173个自然村中，

．竟有l。21个属于明代移民迁建，其中永乐年间多达68个，由于移民使人El密度

增加，农业垦殖也就逐渐增加。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杨村河决入始成

泽国"，造成了低洼易涝的局面。．筑堤围垦，形成了一定规模。据《‘安州志》载，

有徐漕河堤、万柳堤。安阳亭堤、大涝淀堤、倒叉口堤及濡阳堤，都是明代所

筑，尽管如此，除崇祯十三年至十六年(公元1640一1643年)连年大旱，白洋

淀枯竭外还是苦于洪涝、多条河流洪水携带大量泥沙，使淀泊“日淤日浅、水

清顺治、康熙年间水害频生，．治水势在必行，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直

，．。隶巡抚金巡题。发帑万金"．安州筑堤一百二十余里，形成了东堤、西堤、北堤、

’西民埝和南民埝，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大水，“东、西、南、北堤俱

冲坏’’，遣内阁学士观保用帑金一万五千两将堤修筑完固。雍正三年(公元1725‘

年)’大水将“四堤冲决如平地”，怡亲王允祥和大学士朱轼奉诏查勘，根据河道

现状，提出了治水方案和营治水田的建议，建水闸八处，销帑金三万一千两，营．·

田较多的安新县，引雹河依城河及淀河之水，营稻田八百九十一顷五十五亩，为

使淀水畅泄在赵北口增修四桥，十二连桥赵北口自此便闻名遐尔。乾隆九年．

．．(公元1744年)吏部尚书刘于义会同直隶总督高斌j搞了“引唐济府’’’建闸蓄

水以利航运，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白洋淀又『大开了苇壕。同治十二

年(公元1873年)，清河道叶伯英奉扎修筑新安北堤七十里，安州南堤一百四

十里。．
’

．．

：
。

．． 经过清代的数次治理，白洋淀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仅就筑堤而言；就曾

有始于宋，盛于明，’成于清的说法j但由于围垦与淤积，从顺治元年(公元1644

．年)，至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的237年间，自洋淀面积缩小了十分之九。

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水灾频生却得不到治理。+．

+民国三十八年秋(公元1949年)，．大水为患，安新县全境被淹，建国前新安北‘

堤、四门堤、，障水埝、7淀南堤等主要堤埝、’堤身单薄，残破不堪，由于水利基

础设施薄弱，工农业生产水平低，人民生活经常糠菜半年粮，遇大灾之年，逃

荒饿死者不计其数。据1949年经济统计’，安新县播种总面积38．9万亩，粮食．

总产1．4万吨，平均亩产仅36公斤，全年农业总产值1887．6万元，工农业垫，

。。j，0’，◆’一．|．．．，，．，．’．～．，，J|．．，1．伊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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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1989．6万元。 、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四十年来(1949至1989

年)国家投入用于安新县水利建设的资金，据不完全统计达2180．88万元，由于

水利在安新农业中占主导地位，中共安新县委和县政府，始终把水利建设列为中

心任务，政府除长期设置水利专管机构外，还按不同时期的重大任务，设置临时

指挥机构，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一般都由县委书记和县长等主要领导担任。领导

全县人民艰苦奋斗，兴修水利，改变了生产的落后面貌，防洪、除涝、治碱、饮水、

灌溉等工程，发挥了很大效益。加之其它农业措施，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到

1989年水浇地发展到31．5万亩(包括井灌)占耕地面积的71％，粮食总产达到

8．61万吨，比1949年增长5．15倍，粮食亩产177公斤，比1949年增长3．9倍，

人口虽比建国初增加17．64万人，但人均占有粮食达到236公斤，比1949年增

长2．2倍。农业产值1．26亿元，比1949年增长5．7倍。水利建设促进了农业

生产，也推动了全县工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1989年工业产值1．64亿元，比

1949年增长160倍，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四十年来，安新县水利基础设施与水利管理工作，是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其

发展大致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49—1956年，恢复和初步完善防洪工程。五十年代初，白

洋淀流域雨量充沛，洪涝灾连年发生，春工、防汛、救灾是县委和政府的三大

中心任务，其中以防洪为主，恢复堤防标准成为当务之急，年年择险修要，修

残补缺。据不完全统计1950--1956年，共完成土方70万立方米，新安北堤和

四门堤，堤顶宽恢复到4米，一般高程为11．3—11．8米，障水埝和淀南堤，也

做了相应修复，但标准仍较低。潴龙河左堤和玉皇庙堤，也曾进行修复(后因

潴龙河改道而废弃)。为了扩大白洋淀蓄水量，曾修筑了老河头至曲堤间长10．

8公里的新四门堤，做为四门堤的二道防线(因作用不大，且占地11．16万亩，

60年代初废弃)。 ·

第二阶段1957--1962年，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1957年秋，县委农村工作

部长高尔赞，带领11个乡村的干部50多人，去天津专区霸县，武清县参观学

习洼地改造经验。县委召开了近800名干部参加的水利积肥动员大会，县委从

书记、常委、委员进行了明确分工，深入到乡、社蹲点，全县发动民工3万人，

苦干秋冬，完成牛角平原水库，大王淀渠道土方116万立方米；建自流灌溉和

扬水灌溉渠道107条，完成土方114万立方米。砖井、土井、透河井发展很快。

1958年汛期恢复了四门堤打子埝8．9万米，动土100万立方米。当年报告称：

“开挖大小渠道1460余条，打井9104眼，灌溉面积达40．3万亩，占耕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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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航运对宋庄至留村、建昌至南刘庄航道疏浚；为便利交通及泄洪在藻杂淀修

建了安新白洋淀大桥，桥长1183．5米，宽9米。1975年秋至1976年春，保定

地区调集安新、高阳县民工3350人加固了淀南堤障水埝，并开挖了沿堤截渗沟。

白洋淀污染问题从70年代初日趋严重，引起了从地方到中央的极大关注，

1974年10．月27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国家建委《基本建设简报》73号

增刊中“白洋淀污染严重急需治理"一文上批示：“这个问题必须迅速解决，否

则工厂应停。我建议国家建委派一个得力的工作组去协助河北，保定限期解决

这个问题，因为这关系到人民生活的大事，决不能小看。解决办法和解决的时

间要报告中央’’。1974年11月中旬，国家建委会同中央九个部，河北省八个局

组成联合工作组，调查了污染问题，协助保定地委，保定市委确定了“工厂根

治，淀污分隔，截蓄灌溉，化害为利”的治理原则；制定了工厂治理，市内管

网，市外截蓄灌溉工程相结合的具体方案。1975年2月，国务院批准了白洋淀

污染治理方案，投资3585万元，其中国家计委和国务院环办各投资1000万元。

唐河污水库是治污工程中的重点项目，总投资928．2万元。1975年保定地区调

集14个县市4万多人，当年完成了680万立方米的筑堤土方任务，翌年由保定

地区水利工程一队，完成了闸桥枢纽等建筑物。唐河污水库总库容1350万立方

米，其中南库630万立方米，北库720万立方米，1977年投入运用，由于各种

原因南库未启用。

通过对白洋淀的综合治理，．初步改善了水域环境。1977—1979年间，国家

水产总局及河北省投资80万元，建商品鱼基地7734亩，水区社队自建鱼种场

536亩，精养鱼塘及种类繁多的网箱养鱼业生产，一度发展很快。

在白洋淀综合治理时期，县委县革委抓住有利时机搞了淀内部分园田抬高，

堤根防风植苇台整治和小型建筑物渠系配套等群众性工程，相继增修了王庄、安

州、关城等八处扬水站。国家投资120．27万元。1974年以来，利用冬春农闲季

节，县委和政府年年组织农田基本建设，进行井、渠、田、林、路综合治理，收

到了较好的效果。1977年10月，县委组织全县21个公社党委书记，洼地内41

个大队党支部和县水利局、，农林局、农机局、水产局负责人共79名，由县委书

记带队，重点参观了山东省鱼台县深沟河网化，机电排灌等水利建设和稻麦连．

作的耕作方法，当年入冬便开始了改造大王淀骨干工程一大张庄排干大会战，，
经过7，个公社1．1万名民工艰苦奋战；完成了全长8公里35万立方米的排干

工程，翌年国家一次拨款55万元，在大王淀推行了深渠河网建设，搞了近j座

小型配套建筑物，其它大洼地也进行了相应治理，形成了引蓄灌溉的系统网络。

第四阶段加强水利改革与管理，1980年以后，水利工作进入。加强经营管



理，讲究经济效益’’的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了

生产承包责任制，水利工作侧重抓了抗旱打井、机井配套，机井测改、．降氟改

水，引进了喷灌，地下防渗管道等节水措施，探索了水利改革。1980年11月至

1982年4月间，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曾三次来安新视

察，赵紫阳在第二次视察时，指示：“白洋淀水产资源得设法恢复，水要解决

好’’。责任制“八统一，浇水得统一好。"由于天旱少雨，白洋淀水位不断下降，

受到中央和省委重视，为了保淀，自1981年11月至1984年6月，由安格庄、

西大洋、王快三大水库共输水4次，放水2．32亿立方米。安新县堵闭了引水闸

涵，进行了河道清障。

1983年扬水站改革，撤销了总站改为五个排灌公司，各公司独立经营，实

行以站养站，由于经营不力，1985年水利局决定又撤消公司，设扬水站管理处，

堤防办事处亦改为堤防管理处。集中人、财、物力，一面加强工程管理，一面

开展综合经营，1985年5月，安新县人民政府印发了簟关于加强堤防和水利工

程管理的通知。’’1986年堤防改革，改变了管理体制，确定了收入分成，落实了

岗位责任制，为增加堤防收入，扩种了果园250亩，堤防防风植苇台苇田实行

了招标承包，实现了经费自给稍余，被省水利厅授予堤防管理处《水利工程管

理先进单位》。
‘

．，为加强水资源开发利用综合管理，根据国务院和河北省政府的指示，1985

年水利局提出了《安新县地下水资源调查报告》、《安新县水资源调查与水利区

划综合报告》。由于当时白洋淀处于干涸。淀南、寨里、三台一带，地下水形成

漏斗区，安新县水资源供需矛盾日趋明显，引起了县委、县政府的重视，1986

年5月，成立了安新县水资源综合管理办公室，同时发布了。安新县水资源管

理暂行办法"，逐渐健全了开发地下水审报批制度和水资源费征收制度。

随着管理工作的加强，和水利改革的深化，1987年11月安新县政府申请地

区公安处，建立了堤防派出所，派出所依法处理水事案件，制止了侵堤建房，挖

沙偷土，盗伐树木等违法行为。1988年国家颁布了《水法》和一系列的配套法

规，依法治水的新局面，在安新县逐步展开。

1988年汛期大清河系发生大水，白洋淀改变了自1983年汛后以来连续五

年干淀的局面，汛后淀水位较长时间维持在9．0米以上。1989年3--．,4月间，县

委、县政府动用劳动积累工34万个，发动南冯、刘李庄乡村民1．8万人，为保

护油田的开发与建设加固增高了淀南堤，完成土方17万立方米。平均每年为油

田输送地下水400万立方米。

安新县水利建设在建国40年来，艰苦创业，已初具规模，如今安新县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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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堤170．4公里，防洪标准达十年一遇；扬水站21处，机组97台，装机1．0462

万千瓦，排水流量122．8：立方米每秒，控制排涝面积684．2平方公里，除涝

标准达到五年一遇；设计灌溉面积28．5万亩，相应配套的排灌干渠41条，支 ，

渠117条，排碱沟5道，总计长达639公里，机井现有量4449眼，机电配套达

95％，有效灌溉面积31．5万亩。

建国以来，全县水利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吸取了一些经验教训。实

践证明：依靠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施行大流域综合治理，贯彻“上

蓄、中疏、下排’’的治水方针，为安新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全县范围

内长期坚持“以防洪为主，除涝治碱并重，井渠联灌’’符合安新县自然地理条

件。洪、涝、旱、碱、污染必须统一规划、综合治理，否则就会顾此失彼，得

不偿失，如：1957年修的牛角平原水库，占地6000亩，计划灌溉7万亩，水库

落成蓄水，造成周围土地严重盐碱化，即很快废弃。再如：1972年兴建龙江闸，

界壕闸及废弃的渠道，均属规化不尽合理而造成浪费。唐河污水库是临时性工

程，且治标不治本，各届县领导都感到压力很大。

在工程管理方面，长期以来缺乏完整的科学管理体系，白洋淀水资源管理

尚未走上正轨，水污染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水费征收还不能按规定执行。堤 ，

防、扬水站维修经费不足；扬水站灌溉效益不断降低；这些问题都极待解决。 ，‘

如今座落在安新县境的“华北明珠”白洋淀，在40年来的水利建设中，随

着水利事业的治理与开发，工、农业的生产得以迅速发展，1989年工业总产值

达16397万元，农业总产值达13255万元，相当1967年的8倍。尤其是1988年

大水后安新县旅游业的勃然兴起，在淀区建起了旅游点多处，如鸳鸯岛、九龙

潭、渡假村、民族岛等游乐场所，展显了白洋淀的秀丽风光，使安新县成为国

家重点旅游区和开放县，1989年接待国内外游客20多万人次。淀区渔业和养殖

业也得到大面积发展，现有养鱼水面25万亩，苇田10万亩，使淀区的网箱养

鱼，河鸭的养殖以及苇席、箔的生产逐年提高，水稻种植亩产超千斤。

展望未来，安新县水利工作任重道远，但经过长期努力，一定会不断推动

水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出最好的水利环境，为安新县的经济腾飞，为

。华北明珠”白洋淀再添新的光辉。



{

}
P

奔

：。
妒

擎

誓
{

颤

ij

吨
《

大事记·。9·

大事记

1949年

年初冀中区工务局组成。白洋淀灌溉委员会，由张文波等10余人规划设计

白洋淀灌溉工程，并主持施工。利用同口、曲堤、关城、端村等旧闸引水，开

挖了膳马庙、大寨、杨庄3条灌渠。后因四门堤决口而停工。

8月上旬，大清河大水。8月10日23时，白洋淀四门堤南刘庄段决口长80

米，为缩小灾面，11日发动4000多民工筑安州至曲堤长5公里新堤，因雨大水

急未成，9月19 El，淀水位开始下降，展开了护堤工作，从安州至白庄用砖64．31

万块；从际头至南刘庄到淀头及同口堤段，打苇200亩，捆成懒龙护堤，并规

定凡临堤苇地25丈以内，立冬节后方可打苇，用以护堤防浪。全县村庄遭受水

灾，淹没秋收作物48．89万亩，倒塌房屋8383间，死亡32人。据151个村统

计有6360户，2．22万人逃荒，并向东北移民134户442人。灾后县委组织干部

深入灾区开展生产自救，并对生活困难的烈、军属及困难户发放急赈粮22．5吨。

1950年 。

6月22日，县防汛指挥部建立。以行政主要领导任主任，县委书记任政委，

以后备年沿袭之。 、

”

8月2日，玉皇庙堤北冯段决口，淀水猛涨，最高水位达11．34米，8月8

日，四门堤东向阳段决口120米，寨南段也决口，8月9日至10日，县委组织

在四门堤关城段和新安北堤新安镇东、西城外段分洪。 。．

8月21日，白洋淀水位(十方院下同)达11．15米，是有记载以来的最高

记录，全县有176个村进水，除三台、小营等6个村尚有4100亩庄稼外，其余

69．9万亩土地被淹，倒塌房屋1．81万间．逃荒1．82万户，7．97万人，县政府

组织开展生产自救，并向东北移民810人。

10月全县因地制宜，采取夹泥、采垡、夯实等措施培修堤防，完成土方2．3

万立方米，代赈小米780．4吨。 ．．。

19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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