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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莲花，稗子草，长流水，断不了。"曾是滹沱河泛区“四十八

村"的荒凉写照o 1959年冬，5万民工开上了“行洪道"工地，冰封雪

冻，红旗猎猎。翌年春天，一条宽510米、长32公里的滹沱河固定

河槽呈现在献县泛区大地上。从此，泛区的“一水一麦矽变为一年两

收，群众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开始安定下来o

1963年的特大洪水冲垮了献县境内的河堤，牛辛庄、杨家湾、

仲家湾、高坦渡口等地一4处决I：1，浊浪滚滚，涛声如雷。天明了，

河东一片汪洋，空投的飞机在水面的映照下，发出耀眼的闪光。这些

场景现在回想起来依然令人胆战心惊o 1966年开始了根治海河。

J9韶年建成子牙河献县枢纽工程，’从此结束了洪水肆虐的时代o·

卯年代可以说是一个沥涝的时期。夏季，从沧石路上走下来，

每每要趟水进村。于是边界排水纠纷多了起来。献、河(间)、沧三

县交界处是水利矛盾的集中点。为解决这里的问题，各级领导耗费了

不少的精力。建国沟是治理这一区域沥涝的重点工程。连年不断地扩

挖、清淤，直到1981年的最后一次扩建。

土壤盐碱是献县的另一大灾害。所谓“碱随水来，碱随水去”的说

法是符合科学道理的。长期排水不畅，多年洪涝水患，引起地下水位

上升，水中的氯化物积留在土壤浅层，造成大片土地“夏季不见草，

冬季白茫茫"的局面。随着洪涝灾害的治理，地下水位的下降，加上

这些年来采取的除治盐碱的综合措施，加速了土壤的脱盐过程，大面

积盐碱地被改造成为良田。

进入7D年代以后，由于气候的变化，干旱成为献县农业生产的

主要矛盾。降水量的锐减，地上水的枯竭，地下水的超采，使得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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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水资源

杨庄引水闸

了沧石路北

建了一批蓄

到开发地下

业的不断增

过程中，人

们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水的重要性，忧心忡忡于水资源的危机。人总

是能够战胜自然的。令我们振奋的是“南水北调"这一跨世纪的特大工

程已经列入日程。届时华北的缺水局面将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在此

之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我们曲须在节水方面下更

大的功夫o

《献县水利志》记叙了献县水利建设的史实，也反映出献县的干

部群众包括从事水利的同志，为了改变这个自然条件恶劣、多灾多难

的地方的面貌。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以及所创造的辉煌的成果。值得自

豪的是，我自1958年至1983年，一直是献县水利建设队伍中的一

员。亲身体验了这一不算短的艰苦奋斗的历程。初读一遍本书内容，

感到十分亲切，给我的印象是材料翔实，脉络清楚，观点明确，文字

流畅，称得上是一部佳作。感谢王书珍和献县水利局的其他同志，为

成就此书所花费的心血。它总结了历史，展现了未来，必将鼓舞献县

人民，在同大自然进行不懈的斗争中产生更大的勇气，创出更加辉煌

的业绩o

【吴野渡：详见治水人物简介】

吴野渡

1993年6月15日于邯郸



序

国家编写历史，地方编写志书，这是我国历代的传统习惯。然而

现在各级地方都在单独编写行业性的水利志，这在新中国诞生以来还

是第一次o

献县位于河北平原的黑龙港流域，历史上是“九河下梢’’之地o。多

少年来，每到夏秋两季，河北西部山区的洪水滚滚东流，经过邯郸、

邢台、石家庄，衡水四个地区的众多支流，分别汇集到滹沱河和滏阳

河内，两河到达献县城西又并流注入到子牙河内。由于上大下小之缘

故，上游两河洪水到达献县经常漫溢出堤，造成决口泛滥，使献县人

民饱尝了洪涝灾害之苦。特别是地处滹沱河和滏河交汇夹角的献县泛

压(侈弥献县四十八村)，过去几乎年年被水道灾。灾后泛区人民扶老

携幼，背井离乡，四处逃荒要饭，流离失所，挨冻受饿，客死他乡，

惨不忍睹o“献县的奶奶’’(外出要饭的献县人)就是由此而得名。从

1945年献县解放建立了人民政府到1966年开始根治海河的力年

间，献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同洪

水做殊死地斗争，几乎年年挖河修堤、防洪抢险、排水除涝、赈济救

灾；凡是过去在献县工作过的老干部，都参加过防汛筑堤和抗洪抢险

的斗争，经受了与洪水斗争的严峻考验，与献县人民结下了同生共死

的不解之缘o

1966年到1968年j河北省委、省政府积极响应毛主席“一定要

根治海河’’的号召，组织发动全省民工开挖了滏阳新河、子牙新河和

北排河，又加固了滹沱河北大堤，并在献县城西隅修建了水利枢纽工

程。献县枢纽是全省最大的水利工程之一，它将5条新旧河流联系

在一起，上接滹沱河、滏阳河和滏阳新河3条行洪河道，下连子牙



第一部水利专志，本书的出版必将对全县水利事业的发展以及对其他

各行业的发展都具有着重要的参考和使用价值。同时这又是一本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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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乡土教材"，它总结了过去，展现了未来，将鼓舞着献县人民在今

后的水利建设中积极努力，取得更大的成绩。

申士谦

1994年l其

t申士itt：原藉河间县。1961年在沧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即分配到献县工作至

今。1973年调入水利部门工作。现任献县水利局副局长，主管编写水利志工作。】



十、本志注释；系根据不同情况分文中注和文末注。引文多数注



明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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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献县位于河北省中部，沧州地区西部，属海河流域的黑龙港地

区。北与河间、肃宁两县毗邻，南与武强、交河两县接壤，西界饶

阳，东界沧县。地处东经11 5。50 7至116。30 7，北纬33。3 7至

38。22
7

o东西长59公里，南北宽36公里。辖城关、臧桥、十五

级、河城街、南河头、三堤口、双岭、万村、郭庄、淮镇、徐留高、

东村、垒头、韩村、本斋、西城、段村、陌南、孔庄、临河、张村、

小平王、商林23个乡镇和一个农场，总面积1160．3平方公里，总人

口45．82万，其中农业人口44．08万。总耕地面积107．4万亩，全县

农业人口人均占有耕地2．44亩o(以上人口及耕地数字均据1986年统计)

献县历史悠久。夏、商时属冀州，西周时属幽州，战国及秦时属

赵地钜鹿郡。西汉、东汉、魏、晋时为河间国乐成县。北魏将河间国

改置河间郡，郡府北移至武垣，乐成县属河间郡。隋仁寿初改置乐寿

县，金、元时升献州、寿州。明朝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四月，

将“献州"改名“献县"，沿革至今。

献县地处九河下梢，地势低洼。历史上受黄河、漳河、滹沱河泛

滥、决口、冲淤的影响，地形大平小不平，形成了岗、坡、洼的起伏

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自然坡降约万分之一。西部临河乡最高点

高程16．7米，东北部东村乡最低点高程8．7米。境内河流密布，堤

防纵横。因此，献县依河流堤防为界划分成三个不同的区域：滹沱河

和子牙河左堤以北为清南区；滹沱河左堤以南、滏阳河右堤以西为滹

滏区，即献县“泛区，，；子牙河左堤以南、滏阳河右堤以东为黑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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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各区域共有千亩以上的大洼18个。由于洼、坡、岗地相间，形

成了复杂的地貌形态。但境内无高山丘陵，地势比较平坦，地多面

广。从地理环境及自然条件看，对国民经济和水利事业的发展存在以

下有利因素：

一、献县岗地较多。岗地是受古河道洪水淤积而形成的相对高起

的缓岗，土质肥沃，呈带状分布于清南区的商林乡中部、孔庄乡西

部、古洋河东侧及滹滏区临河乡西北部和黑龙港区滹沱河故道两侧，

地面高程一般在13米至16米，自然坡降为千分之一至八百分之

一。排水条件较好，无盐碱害，适合于棉花、花生、山芋等作物生

长。岗地占全县总面积的17．5％。这里地下浅层淡水埋藏比较丰

富，有利于发展井灌。
： 二、高平地与缓岗地相连，占全县面积的13．2％。主要分布于

滹滏区的张村、小平王两乡中部，及清南区古洋河两侧和滏阳河上

游，自然坡降为二千分之一至五千分之一。排水条件中等，土壤以粘

土为主，一般年份不易沥涝，适宜小麦、高梁、大豆生长。这些土地

靠近滹沱河、滏阳河、古洋河两侧，有利于引河水进行灌溉。

三j献县境内有滹沱河、子牙河、子牙新河、滏阳河、滏阳新河

5条行洪河道，这些河道年均引水量为1932万立方米。其次还有骨

干河渠24条。各河渠上共有水闸52座，利用这些水利工程每年可

拦蓄当地径流3272万立方米，可灌地37．65万亩，并可补充地下．

水。

四、献县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为-

12．3。左右，无霜期189天左右，多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863．3小

时，太阳辐射总量每年为132．25大卡平方厘米，平均年积温为

8819．8。。光照条件较好，无霜期较长，均能满足农作物生长发育的

需要。

但也有不利因素：

一、献县由于受季风气候的影响，在时空上降水分布很不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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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由于受大陆气团的控制，属性寒冷，盛行西北风，所以降水量

特少，一般为10至15毫米。春季气温逐渐增高，多大风，蒸发量

大，但降水仍然很少，一般在20至30毫米。夏末秋初，由于东南

凤从海上吹来大量潮湿空气，极峰位置稳定在北纬40。附近，降水

量主要集中于此季节，占献县全年降水量的80％左右。秋季，东南

季风减退，大陆气团逐渐加强，雨量骤减形成秋吊(秋旱)o献县年

际内降水变化也很大。根据献县水文站1950至1979年资料记载：

最大降水年为1964年，降水量为1022．3毫米；最小降水年为1965

年，降水量只254．3毫米。多年平均降水量为564毫米，最大日降水

量207．7毫(1973年8月6日)o由于降水在时间和年际内分布不

均，使献县经常形成春旱、夏涝、秋吊的局面。再者，由于受大陆性

季风气候的影响；年蒸发量较大。据1970年至1979年献县气象站

资料记载：多年平均蒸发量为1964．3毫米，为多年平均降水量的3．5

倍。最大年蒸发量为2296．5毫米(1972年)，最小年蒸发量为

1696．6毫米(1979年)o这些自然因素，对献县的农作物生长极为不

利。认识到献县降水量偏小和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对于不同区域的治

水方向和措施，应充分考虑这一气候特点o‘

二、献县森林覆盖率较低。到1986年林木覆盖率仅占全县总面

积的9．2％，裸露面积较大。不利于水气的调节，对农业生产不利。

目前，县委、县政府号召人们东枣西移，枣粮间作，年年大搞植树造

林，减少裸露面积，改变气候条件，缓解水气调节。

三、献县水资源匮乏。根据1983年《献县水资源调查及水利区

划综合报告》载献县水资源现状：“全县平水年(P=50％)水资源可

利用量为4748．1万立方米。偏枯年可利用量为2704．7万立方米。全

县工农业用水和城乡人畜每年用水总量11815万立方米，平水年每

年缺水7066．9万立方米，偏枯年每年缺水9110．3万立方米o"水资源

严重不足，使献县国民经济和农业发展直接受到影响。

四、献县滹滏区是历史上著名的泛区；过去经常遭受洪水灾害o

J|＼



受洪水威胁的有临河、张村、

325户，人口61090人，总耕

，历史上黄河、漳河、滹沱河

多年经流，三河经常泛滥，决徙改道异常，献县深受其害。由于地理

位置和气候的影响，非涝即旱，灾害连年，是水旱灾害发生频率较高

的地区。据有关史料记载，水旱灾害之年，“人相食，野骨如莽，，、“赤
‘

地千里，十室九空”、“卖儿卖女，，惨不忍睹。为了改变自然条件，献县

人民于汉代就在古城内外打了一些瓦井。明宣德四年(1439年)，为

防洪修筑了献县柳林口堤岸。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筑献县境

内滹沱河、子牙河两岸堤防各70余里。清乾隆五年(1740年)，献

县知县杨文彩领导献县人民开挖了亭子河、黑龙港河、、古乾河，以泄

各洼沥水。清光绪七年(1881年)，开挖了献县滹沱减河，导滹水入

子牙河，并兴筑了滹沱河左堤。后来，腐败的清政府再无能力兴修水

利。当时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哀叹：“直隶滹沱、子牙等河节节皆病，非

人力所能治之，，o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国内连年战争，

民不聊生。水利建设陷于瘫痪，河道淤积，堤防破碎，水旱灾害连年

发生毛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献县的水利事业有

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1949年至1986年的38年间，水浇地面积由

O．2万亩，发展到37万亩，全县粮食总产量由5072．5万公斤增长到

14900万公斤，农业总产值达10814万元。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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