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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我曾在赤城工作多年，水利事业和我有着特殊的感情，《赤城

’县水利志》约我作序，义不容辞，谈以下看法，给世人斧凿。

水利是安邦兴国的大事，我就自己多年工作经验，深感其重要。

水利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已经提到议事日程，水利是农业的命

脉，也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关系到国计民生。我希望赤城人民

能够发扬革命传统，提倡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坚持因地制宜，科

学地兴修水利，为改革开放，脱贫致富起到真正的基础作用。

赤城水利与我有不解之缘，云州水库我曾领万人大军与之朝夕奋

战，也曾邀请国内知名专家“会诊"除险方案，直到今日完全脱险，造

福人民我感慨万千；再则我曾与人民大战三河，看到今日水行正道，

麦入沃土，荒山变成米粮川，更感到欣慰无限⋯⋯翻阅《赤城县水

利志》将历代人民治水经验汇集成册，特别是记录了建国45年来，

党领导人民兴水利除水害，水利、水保、水电、水产欣欣向荣，我感

到党的伟大，人民的伟大。

感慨以上，总还觉得想说些，那就是兴修水利一定要实事求是

因地制宜，科学治理不赶“浪潮"，脚踏实地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

使现有的水资源充分造福人类，使水环境一天比一天好，使水害一

天比一天少。

《赤城县水利志》正式出版是件好事，我表示祝贺，也望后人

能从中得到启迪。

中共张家口市委副书记
王权

张家口人大常委会主任

1 995年3月l 5日



序。． 二

《赤城县水利志》出版面世，我表示祝贺。

水利兴，百业兴，纵观古今确实如此。建国以来，我县兴建了

一大批水利水保水电工程，为山区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基础作用。但

展望今后的发展，我们赤城县水利如何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仍

需谋划思路，研究措施。

我县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开发程度不平衡，全面科学规划不

容忽视。这个规划不仅仅是水利规划，而是全县经济格局的规划。

譬如黑河水能利用不够充分，田家窑区域地下水位lo年间下降40米

状况如何解决等等。我县水旱灾害频繁，既有十年九旱，也有局部

洪灾。这不仅提醒我们防汛抗旱两手抓，’还要兴利除害两兼顾。

随着开放开发，水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日益突出。我县

矿产资源丰富，开发矿业离不开水，但又与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关

系密切，对于水利的研究决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水平，要研究赤城县

的水利如何和开放开发的大形势接轨。

《赤城县水利志》的出版，及时地为当前经济建设提供了关于

对水的开发、利用以及保护的一面历史明镜，对今人，对后人，真

正起到存史、资政、教化的作用，是我县水利战线精神文明建设的

一件好事，愿我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把水利事业办得更好。

中共赤城县委书记 刘志林

l 995年1 0月6日



序 三

《赤城县水利志》十年磨一剑，六易其稿，志中记录了赤城人

民兴水利除水害的辉煌历史，也为后人治水提供了资政的经验，为

此我谈吐一二。

赤城县“八山一水一分田"，虽然经济比较落后但物产丰富；

虽然交通不便但濒临京津，开发前景广阔。然而如何在“一水"上

做好文章，更是我多年思考的问题之一。

'。我曾分管过水利，我现在也不忘水利工作。要把水利作为国民

经济的基础产业来抓，我颇有感受。首先人的生活离不开水，1991

年赤城镇由于三个月部分城区缺水，曾引起了不少麻烦，全县许多

贫困乡村之所以贫困，缺水是其主要制约因素；其次，开发山区资

源兴办工业离不开水，采矿选矿需水，企业生产需水，水是工业的

血液；再则，我县是农业县，有水一片绿，无水一片黄，水利是农

业的命脉已经深入人心。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兴剥莫

忘除害，要使广大人民群众有一个安居乐业发展经济的基础环境，

防止水旱灾害，防止水土流失乃是我县山区建设的生命线。

《赤城县水利志》的出版，是在省、市及有关部门关心支持下

的成果，是赤城县水利建设的一项软件工程。我希望关心水利的人、

热爱水利的人都来看一看这部志书，开卷有益。

赤城县长戴有录

1995年10}2 30日



凡 例

一、《赤城县水利j士％-》是赤城县有史以来第一部水利专业志，

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真实地记述史实，并体现本县特点。

二、本志上溯不限，下限断至1992年，个别章节的若干事件延

至脱稿时间。

三、本志记述范围，以1992年赤城县行政区域为准。

四、本志按内容分章立节，依历史年代顺序记述，以志为主，。

并配以图、表、录、传、照片及大事记。

五、本志主要采用本县旧志、张家口地区水利水保局、县统计

局、档案局、县水利水保局的档案资料。个别资料来自实地采访调

查和座谈口碑o

六、全志采用现代语体文，引用历史资料用原文。

七、志中记年建国前沿用历朝年号，并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号，

建国后采用公元记年。

八、志中数字、简化字，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新闻出

版署的有关规定编写。

九、志中称谓，第一次出现时写全称，并注明简称，其后再出

现时用简称。表中“建国前"、 “建国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前后。

十、本志计量单位，建国前采用当时使用计量单位，建国后均



采用国家颁布的法定计量单位。

十一、本志中现代治水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采用以

事系人，事迹简介，人名录的形式记述。

十二、本志中海拔高程，采用黄海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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