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大港农场水。衡恚

臻搴碧箸

天津人民小贩社



河北省水利史志丛书

南大港农场水禾U志
国营南大港农场水利志编辑办公室编

主编李贻铎

天津人民出版社

杪f功一e为



《南大港农场水利志》编辑办公室

顾 问：李荫楼 薛冠智

主任：刘德章

副主任：董连强

主编：李贻铎

协编：刘增华 刘宦周 董居兆

审稿：刘德章

制图：马景华

摄影：张建桥 李贻铎 董居兆 仉静



序j

序

国有国史，县有县志。作为县级单位的南大港农场，有史以来的

第一部专业志书《南大港农场水利志》，经编撰人员数载辛勤努力，

反复修改删补，得以修成出版，这是南大港农场水利史上的一件盛

事。。'
。

我场地近海隅，九河下稍，土碱水咸，百水汇集，历史上这里是

一片荒凉。解放前，这块沥涝、干旱、盐碱灾害频繁发生的退海地，

芦苇丛生，杂草蔓延，_代代劳动者多以养苇、治鱼、晒小盐为业，

换粮谋生。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南大港人民综合治理旱、

涝、碱，同大自然展开了不屈不挠地斗争，经几十年的不懈奋斗，把

一个旱、涝、碱频繁发生的不毛之地，改变成为河渠相通、沟沟相

连、闸、桥、扬水站等建筑星罗棋布、台田、条田成方成块、水利工

程体系初具规模、农业生产稳步发展的农场，今昔对比，变化翻天覆

地。《南大港农场水利志》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

发，对南大港的历史和现状，建国以来，尤其是成立农场以后的水资

源状况、旱涝灾害、水利建设取得的成就以及发生的巨大变化等，进

行了客观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记述，为研究水利科学，编写地方

史志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同时也为各级领导进一步认识农场水利资源

的现状、探求规律、正确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南大港农场水利志

《南大港农场水利志》，内容丰富充实，地方性和专业性突出，资

料翔实，文字浅明，是一部比较完整且富于资治参考的专业志书。

这部志书的f．-j世，有利当代，惠及后人，对水利事业的鉴往知

来，据今谋后，必定会起到应有的作用。

国营南大港农场副场长 刘金发

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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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水利专业志，实乃盛世美举o《南大港农场水利志》，正式着

手编写于1 989：年7月，‘在上级主管部门和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帮助

下，编者宵衣旰食，辛勤笔耕，经三年多的艰苦奋斗，不懈努力，克

服重重困难，渡过无数个不眠之夜，在资料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反复

润色，数易其稿，完成了这部为书1 O章，洋洋1 O万言的水利专业

志，可喜可贺。这是一件慰前人，利今人，惠后人的大好事o

《南大港农场水利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较为全面地记述了南

大港农场水利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融资料性、科学性、思想性和

趣味性于一体，既有可供吸取的经验，又有值得借鉴的教训，还有雅

俗共赏的诗歌、传说等。体现了时代精神，突出了本地特色，歌颂了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赞扬了广大人民兴水利、除旱涝、改造盐碱

的伟大功绩，使我们及后人进一步提高对发展水利事业的认识，提高

水利建设和管理水平，这无论对当代搞好水利事业的改革，还是对后

世水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南大港农场位于渤海之滨，苦海沿边，地势低洼易涝，土壤瘠薄

盐碱。建国前，由于得不到治理，“涝收蛤蟆，旱收蚂蚱，不旱不涝收

碱嘎巴，，，十年九不收，当地人民过着半年糠莱半年粮的贫苦生活，

处于生活所迫，很多人只能背井离乡、下关东打短工以求生存。建国

以后，党和政府非常关心群众生活，十分重视水利建设，为改变贫苦

荒凉的面貌，领导当地人民艰苦奋斗，奋力改造大自然。经过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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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懈努力，兴建了大批水利工程，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和人民生

活条件。今昔对比，面貌巨变，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广大人民丰衣

足食，正信心百倍地向小康迈进。今后的南大港农场，农田水利建设

的任务还相当艰巨，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水资源贫乏、水工建

筑物老化、河渠淤积、效益下降等，所有这些，志书中都做了充分记

述。

《南大港农场水利志》的问世，对今后水利事业的发展，将会发

挥巨大作用o

国营南大港农场水利城建科科长 刘德章

一九九二年十月五日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是南大港农场的第一部水利专志，上限不作统一规定，

力求追溯事物的发端，下限断到1 98 5年底。
7 二、本志记述范围，以1 98 5年行政区划为准。

三、志书采用章、节结构，横排竖写，记、述、志、图、表、

照、录诸体并用，以志为主。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

的写法，以编年体为主。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按习惯纪年法纪年，并括注公元

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律采用阿拉伯字码的公元纪年。

五、对各个时期的政权、官职，均按当时历史称谓。文中“党委”

系指中国共产党组织，“革委会"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行政机构革命

委员会o

六、凡简称“建国前"和“建国后"的，系指1 949年1 0．月1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凡简称“建场前"和“建场后"的，系指1 9 58

年底南大港农场建立前后。

七、地面高程采用大沽高程。计量单位采用公制。

八、全志除引用史料外，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文字以汉字第二

次简化字为准。

九、所用资料，大部分出自南大港农场档案室、统计科和水利公

司档案室，少部分来自沧州地区水利局档案室，还有部分经过考证的

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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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南大港农场，建于1958年12月底。这里原属河北省沧县专区黄

骅县一区，建场时隶属河北省天津专区黄骅县，1961年10月划归沧

州专署，1962年归河北省农垦局直属。建场初期，包括黄骅县羊三

木、周青庄二公社，1961年划出羊三木公社，1962年划出周青庄公

社，。均复归黄骅县o 1965年因水源条件变化、开采石油，水库停止

蓄水，1966年穿港公路以北8000多公顷土地划归黄骅县。

南大港农场，位于渤海之滨，地理座标东经117度18分15秒至

117度38分17秒；北纬38度23分35秒至38度33分44秒。东临

黄骅县海堡；西与黄骅县羊三木乡接壤；北至黄骅县周青庄乡，以穿

港公路划分；南同中捷人民友谊农场隔河(南排河)相望。东西长

28．1公里，南北宽为12．5公里，区域面积2．94万公顷。全场辖六个

分场，25个村庄，总场场部设在王徐庄村o 1985年底统计，有耕地

9733．33公顷，人口3．5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69万人。全场人均占

有耕地O．27公顷，农业人口人均占有耕地O．36公顷。

辖区内地势低洼，起伏微小，地势大致由西南向东北略有倾斜，

地面高程，最高处5．4米，最低处2．9米，可分为泻湖洼地、浅槽型

洼地、岗坡地和高平地等。全场土壤主要分为潮土、沼泽土和盐土三

类。潮土面积最大，共2．15万公顷，全场六个分场均有分布；沼泽

土面积6215．93公顷，主要分布于南大港水库区，因常年积水，生长

着一些苇蒲等水生植物；盐土面积1636．67公顷，各个分场均有分

布，其中以六分场分布面积最多。全场土壤盐分(一米土体内)变化

范围在O．12—1．92％之间，平均含盐量为O．35％o土壤含盐量大是发

展农业生产的极大障碍，改良土壤是一个极其艰巨而重要的任务。

南大港农场，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型气候。受海陆位置

和季风环流影响，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炎热涝雨；秋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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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气爽；冬季干冷少雪。多年平均气温11．9℃。年平均降水量627．6

毫米，年际变化很大，1964年降水1343．5毫米，1968年降水247．1

毫米，相差4．4倍。年内分配不均，6～8月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

75．3％，雨量过于集中是发生涝灾的主要原因。年水面蒸发量平均

1980．5毫米，干燥度约为3．2，蒸发强烈是造成干旱的重要因素，同

时，也是加重碱害的外因条件之一。

南大港农场，淡水资源匮乏，地表水没有保证；地下无浅层淡水

资源；深层淡水资源有限，且补给困难，水质又差，矿化度和氟含量

都很高，不仅不利于农田灌溉，也有害于人畜饮用，目前，主要供人

畜饮水和工业用水，且已超采，淡水资源贫缺是农场发展的一大障

碍。海水资源丰富，是发展海水养殖业的有利条件。

辖区内，地势低洼易涝，土地瘠薄盐碱，实属多灾地区。建国

前，由于得不到治理，旱、涝、碱三灾发生十分频繁，危害相当严

重。此地古为逆河公境，雨季上游沥水汇注，下游海潮顶托，一片汪

洋，旱季遍地盐斑皮，是蝗虫的发源地。史料曾有“此地五谷术易耕

种"的记载，当地流传有“涝收蛤蟆，旱收蚂蚱，不旱不涝收碱嘎巴"

的民谚，都说明了当时的荒凉景象。当地人民多以治鱼、养苇、晒小

盐换粮谋生，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贫苦生活，真可说是“一年收入

半年光，晚上稀粥照月亮，，。处于生活所迫，很多人只能背井离乡，

下关东打短工以求生存o，

建国后，党和政府非常关心群众的疾苦，十分重视水利建设，为

改变贫苦荒凉的面貌，使家家户户安居乐业，组织领导当地人民发扬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精神，开始了治理旱涝碱的新纪元o

1958年12月底，为大力开发、改造南大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南

大港农场，并随之组建了农田水利专管机构。此后，水利建设不断发

展，也不断掀起一个又一个的高潮o

建国三十多年来，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群众奋起努力，兴建了大

批水利工程。旱、涝、碱三灾得到了初步治理，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创

造了条件。到1985年，南大港农场有南排河、廖家洼两条河道横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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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海；有排水干渠1 5条，总长81．05公里；用水干渠7条，总长

37．12公里；引水渠道2条，总长23．11公里；支、斗、农、毛渠纵

横交错，形成了地上渠网；建有水库1座，蓄水能力7800万立方

米；干渠级闸27座、倒虹吸6座、桥44座；排灌扬水站3座，设计

扬水能力30立方米每秒；灌溉扬水站1座，流量1．6立方米每秒；

排水圬工泵站和小型扬水站11座，设计能力24立方米每秒；有能用

深机井75眼，其中农用机井27眼；台田、条田成方成块。工业、副

业、养殖业大力发展，五谷丰登，人民安居乐业。交通方便，北通天

津、南达山东、西抵沧州、东至海滨均有沥青公路，面貌为之一新o

1985年全场工农业总产值达到5550．7万元，比建场初增长了11．1

倍，其中工业总产值3361万元，比建场初增长479．14倍；农业总产

值2189．7万元，比建场初增长3．85倍，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回首三十多年来的水利建设，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和教训，

经历了一个不断认识、不断提高的发展过程，总结起来，大体分为以

下五个阶段：
●

第一阶段：1949年至1955年，在黄骅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贯

彻执行“民办、公助、小修、小补”的方针。当时，由于缺乏经验，又

受着经济条件和小农经济的限制，区域内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展缓

慢，几年的时间中，搞了一些沟洫围田和小型淋碱沟，以维持简单的

再生产o
一

．

第二阶段：1956年至1964年，是南大港水利建设的第一次高潮

阶段。当时的方针是“以蓄为主，发展水田"。在这期间，首先在黄骅

县人民政府的组织领导下，修建了2万公顷的蓄水灌溉工程南大港水

库o 1958年12月底，建立南大港农场以后，在农场党委的领导下，

大打了一场旱田改水田的人民战争，全场范围内，出现了男女老少齐

上阵，奋力改造大自然的壮观场面。经过．4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显

著成果，合计完成土方336万立方米，先后开垦稻田3333．33公顷二

种植水稻连年丰收，年公顷产量均在3000公斤左右，使南大港面貌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蓄水灌溉、发展水田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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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由于急于求成，治碱、防碱工程措施

不当，虽改造了一些草荒碱地，但也加重了部分土地的次生盐渍化。

第三阶段：1965年至1971年，是南大港农场水利建设由“以蓄为

主"转为“以排为主"的阶段。1965年，由于水源条件变化，加之大港油

田开采石油，使水库干涸废弃，水田改种了旱田，农业生产又受到严重

水旱灾害的威胁。为改造自然，治理沥涝，南大港农场掀起了大搞排水

工程的热潮。7年时间中，先后开挖扩挖了二排干、东排干、十排干、

十二排干、一排干、三排干、八排干、九排干、十一排干等9条排沥干。

渠。这些工程的完成，解决了大部村庄、洼地的沥水出路，减轻了涝

灾，缩小了碱害。但是，由于这一阶段气候干旱，又放松了用水工程的．

建设，使旱灾发生严重，障碍着农业生产的稳步发展o‘

第四阶段：1972年至1980年，为农田水利建设综合治理阶段。

在总结过来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南大港农场水利建设贯彻了“以排

为主、排灌结合、全面规划、综合治理"的方针。在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中，推行深沟河网化，对引水、建库、打机井、挖渠、平地、建条

田、修建桥、闸、扬水站、创建排涝治碱圬工泵站等一齐抓，抓出了

成绩，也抓出了效益。在这期间，修建水库1座，面积6182．2公

顷；配套了南、北引水渠，总长23．11公里；开挖了良家洼排干、十

三排干、北用干；建闸、倒虹吸1 6座，桥28座；兴建排、灌、蓄三

结合扬水站l座，排灌两用扬水站1座，排涝治碱小型扬水站、圬工

泵站11座，总扬水能力46立方米每秒；打农用深机井32眼；平整

土地6666．67公顷；为充分发挥工程的效益，提高排涝治碱能力，建

成了与干渠工程配套的支、斗、农、毛渠，使河渠成网，农田成条。

由于工程的兴建，有效地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低洼易涝地得以治

理，除涝面积达到6666．67公顷，其中治理标准三～五年一遇的

1333．33公顷，五年一遇以上的5333．34公顷；．盐碱地得到大面积的

改造，适合于粮食作物种植的耕地达到8333．33公顷；抗旱能力有了

提高，1974年至1978年累计农业灌溉2．07万公顷，大大减轻了旱

灾，旱、涝、碱的综合治理，加速了农业发展的进程。粮食产量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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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增长，平均年公顷产量由上阶段的834公斤增加到2170．5公斤，

平均年总产量由上阶段的558．7万公斤增加到1613．85万公斤。

第五阶段：1981年至1985年，是贯彻执行“把水利工作的重点

转移到管理上来"和“加强经营管理、讲究经济效益，，方针的5年。在

这期间，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活动，在原来工程的基

础上，重点进行了部分小型工程的配套，加强了工程管理与维修，并

开展工程的三查三定(查安全，定标准；查效益，定措施；查综合经

营，定发展计划)，进行水资源普查，完成了水资源分析评价，拟定

了区划方案，作了10年水利规划。自1984年起，对水利工程设施的

管理落实了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并建立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与

此同时，水利综合经营应运而生，开展起钻井、维修、管道安装、

鱼、虾养殖等多种经营项目，1984年获利润5万元o 1985年获利润

1 5．9万元。

南大港的水利建设，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发展，是当地人民在

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几十年奋战的结果。其间，涌现出无数的模范治

水人物，他们为了水利事业，呕心沥血，艰苦奋斗，做出了无私的奉

献。他们的功绩将流芳百世，永远树立在南大港人民的心中o ．

三十多年来的水利建设，加速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水利建设还任重道远，

首先是淡水资源缺乏，亟待解决，旱、涝、碱三灾没有根治，还一定

程度地障碍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任务繁重，要长时间地治理；二是现

有水利工程大部老化，河渠淤积严重，作用和效益衰减，急需恢复；

三是管理工作还比较薄弱，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科学的管理体制，不。

断完善各种规章制度；四是水利科研跟不上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要．

加强水利科技队伍的建设，大力进行科学研究，广泛推行新技术，因

此，尚需加倍努力，不懈地奋斗。

一方水土养育着一方人民，一方人民改变着一方水土。南大港农

场尽管自然条件不好，但它有增产潜力大、开发滩涂的优势，经过全

场人民的不懈努力，未来的南大港将是一个崭新富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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