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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县水禾U志

萧县水利志编辑组
’

一九八五年六月



省水利厅长郭旭生同志(右二)

在萧县检查农田水利工作。右一是

宿县地区水利局付局长吴本瑞同

志。

新建的水利局办公大楼。

萧县水利局局民冯鸿^中)|，付局长李祥允^左v、崔承俊^右v

志佩在研究制订水利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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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五五年黄河改道北移后

形成的高地带，高处为昔日黄河

故道，低处是近堤泛道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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岱桥节制闸

贾沃节制悼

马井节制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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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黄河陈庄电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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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湾菩水池

盐碱寓变成了米粮仓，

图为农民正在栽水稻。

打机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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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虎峪^畜饮水池的建成；解

决了当地人民历史以来往返十余里

取水的困难。

一九八二年七片大水，地、

县负责同志在永固粮站检在
灾情。 r

五眼泉水库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历史上长期流经萧县的汴水和南迁夺汴的黄河，是条桀骜不训的大河，它既为萧县

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也给萧县人民带来过深重的灾难。奔腾的

流水，常常是“春潮鼓浪如奔马，秋水浮空欲犯牛?(清任国镔《汴河晓渡》诗)，

“萧县地方一望弥漫，民无粒食，号诉之声，令人酸楚”。(《河防一监》)。“黄流
泛滥，青野汪洋，居民十不存一"(县志)。纵横不羁的大水，不仅使村野漂投，连城

池也不得不因之而“两迁其城”。

然而黄泛的淤积作用，也使大部分土地由“地薄寡于积聚"的穷乡脊壤，渐次变成

“务农生财，饶于他邑，，(晁端中《萧县学记》)的较富之县，时而呈现出“秋冷扶阳

之垒，春耕汴水之堤，，的怡然景象。尤其近几年来在防洪排涝、发展灌溉取得显著效益

的基础上，萧县已变成盛产粮棉、花果飘香的皖省北部的一颗明珠。

萧县历属黄泛平原，在黄浣夺汴的七百多年间，溢决频繁，灾难深重，但是连续不

断的河患也锻炼了群众，增长了治水的才干。在长期实践中，广大人民对黄河的规律有．

了进一步的认识，治水技术得到了新的提高，相继开展了设立斗门(节制洪水)，弓l黄

放淤(改良土壤)，束水攻沙(冲刷河床)，堤防植柳(保获堤坝)，创建凉工(抢险

堵日)等河防工程，特别清康熙、乾隆年间，大兴水利，开挖闸河，挑浚洪、减，利

民、龙山、烂石、望洲、小盐河、康家河等河道‘这些河道除后三条划归外县，其余至

今仍发挥着很大的防洪排涝作用。 ．．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清明，民安物阜。恭逢盛世，党和政府大力创

导编修新志，以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为后代留下一部“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治

水历史遗产。

《萧县水利志》共十篇，十八万余孝，附图，照片三十余幅，记述的主要内客有t

概述、河道、河防、水利建设、农田水利，防汛抗旱、工程管理、水资源及其开发利

用、电力工业、机构沿革、大事记、治水文存等类目。具有资料性、知识性和科学性的

特点，就史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科学性方面，作了一定的努力。

编修社会主义新志，是为了使前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记载下来，变成我们的

财富，变成我们的智慧，使我们的后代从中吸取教益，变得更聪明，更有才干。但是，

由于我们学识浅薄，经验不足，加之资料不全，错误在所难免。我们殷切希望广大读

者、学者、专家和水利工作者，给予指导和帮助，以便我们改正提高。

萧县水利志编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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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萧县水利志说几句话

编纂萧县水利志，我表示热烈的祝贺。乘水利志出版之时，我想说几句话。

萧县地处黄淮之闻；历史上是个多灾地区。世代以农为业的萧县人民，饱尝缺水之

苦，又备受洪水之患，他们为改造这块土地进行了不屈的抗争，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发展

中。在长期的用水、治水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萧
县境内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分析吉崔冷来治水的经验与教训，从中探索根治水害、

发展水利的新途径，编纂这样一本水利志是十分有益的0龄，。

编纂水利志，重点在于总结经验，特别蹙建国以来的群验∥因为只有在党的领导

下，人民掌握政权以后，他们才能真正按自已的意志去认识，改造自然，才能全面规

划，根治水患。就以流经萧县境内的废黄河来说，在旧社会，历代统治者只知道搜刮民

脂民膏，听任黄河年复一年地危害人民，根本不可能去全面、系统的治理。解放后，中

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把水利作为农业的命脉，高度重视水利建设，兴修了一批水利骨

千工程，使水旱灾害减少到最低限度，这些工程在农业生产和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巨

大的作用。 一

从总结萧县解放以来的治水经验出发，我们看到有两次大的曲折，一次是在大跃进

时期，那时主要是主观主义、瞎指挥。另一次是在四人帮时期，由于四人帮及其代理人

的倒行逆施，萧县的水利建设又一次遭到破坏。总结历史经验，使我们认识到，只有以

科学的态度，从实际出发，深刻、全面地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变化规律，才能使水为

一人民造福。

为了更好地开发水资源，为萧县的经济振兴服务，萧县的水利建设应着重在防涝除
涝上下功夫，因为萧县地域内传统的农作物，不仅怕涝，而且怕渍。由于自然降水的季

节性强，一般集中在七、八两个月，所以农作物也要选择耐旱耐涝的品种。灌溉方面，

要在开发地下水上下功夫，萧县地处黄淮之间，地下水资源非常丰富，水质也比较好，

萧县的气候，地理、土壤条件决定了必须走开发地下水的道路。

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努力，肖县人民在兴修水衬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党的十

一届兰中全会以来，经过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我们各项工作重新走上了正确的轨道，相

信以后的建设一定会少走弯路，取得更大的成绩。‘ 一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祚荫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萧县地处淮北濉河上游，其北部是黄河故遭，全县在历史上受黄泛影响，灾害频

繁。新中国成立以来，萧县人民修建了大量水利工程，在治山、治水、治碱等各个方面

作出了优异的成绩。

五十年代末在淮北调查时，曾从宿县到皇藏峪，再越岭转入夹山套，而后经萧城至

黄口。郁郁葱葱的皇藏峪与建有层层梯田谷坊的夹山套似丽颗明珠，指明了当时大面积

童山秃岭的治理方向，黄口的试验农场粮棉生产情况说明了淮北地区的巨大生产潜力。

但是，直到六十年代初期，这里河道治理的进展还不大。1963年七月，萧县大雨，这时

与潘承朴同志一起由县水利局同志伴同冒雨察勘水情灾情。从县城经丁里顺萧濉运河西

行，达大沙河畔，再折沿山麓至平山闸，时已深夜。次日凌晨，登相山四望，东边龙，

岱河已有决口，群众正在奋力抢堵，西眺则已一片汪洋，漫无边际，水陆不分，身临此

境，深深感触到排水系统不治所形成危害的严重性。

六十年代末，濉河上游纳入新辟的新汴河，接着陆续治理了龙河、岱河，萧濉新

河、王引河等骨干河道，排水出路大为改善l七十年代又打了上万口机电井，发展灌

灌，水利面貌大为改观，为近年来这地区农业生产大发展树立了良好的基础。

一九八二年大水，由于暴雨中心雨量大大超过了治理标准，加上一九七六年曾错误

地修建了所谓淮海河网，打乱了水系，面上工程配套又差，灾情还很严重。水利建设还

需作更进一步的努力。

。水利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是历代治国安邦的一件重大事业。它有悠

久的历史。早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就把治河理渠写成“河渠书”，并

说；“甚哉l水之为利害也”。萧县为古汴河所经，黄河夺淮时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在

其北境形成了我们现在见到的黄河故道。清初在黄河南侧毛城铺、天然闸河等处设减黄

闸坝。及至黄水北去，不再侵淮，砀、萧、宿、灵、泗一带已因常受黄水侵害，共濉河

水系的排水系统全被淤塞。解放后三十年来，开河挖沟、整治河道、除害兴利，解决了

这地区一般年份的洪。涝．旱问题。这是一段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情况下变水患为水利

的奋斗经历。这次新编修的《萧县水利志》，详记了近三十多年来水利事业的发展与成

绩，闸明了黄河改道对本县水系变迁的关系与影响，而且又叙明了从清代到民国年闻的

当地水利情况，材料搜集丰富，编纂内容充实。这部水利专志今后将成为当地水利事业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必需备用的重要文献。

鎏徽磊刊妻编委 尤家煌安徽省水利志骊簧 儿簪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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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

《萧县水科志》，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历史唯物

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编纂的一部具有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的专业志。

全志共十篇，十八万余字。正文分篇、章、节i目，分f-l另ll类记载了萧县水利、电力的

创建治理，开发利用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一、本志上限原则上起自金大定二十七年，也就是从黄河改道南移流经萧县始，下

限至一九八三年。但个别地方有些浮动。

二、本志采取分类表述法，每篇各有表述重点，章i节也围绕重点进行。在记述

上，也采取了突出特点，兼顾一般的方法。

三、本志采翔记事本末体、史志结合的方法编写；随文配以必要的图、表、照片。
四，本志除引用历史资料外，一律采用白话文。引用的史料，皆忠实原文，注明出

处。

五、对各个时期的政权，一般按习惯称呼，对其成败兴衰，只述共实事，不加政治
性评语。 ，i

，u-一．

六，本志涉及的去世人和今世人，一律直书箕名}-不如褒贬。

七、本志正文中的数据，除图、表外，一律以中文填写；’涉及的度、量、衡，一律

以公制为准。

八，本志历史纪年，在民国时期以前，按历史通用习惯用法，并在括号内注明公元

n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律以公元纪年编写。’

九，地名书写，以原地名为准，有的在括号内注明今地名j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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