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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水利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镇江市滨江临河，水网纵横，境

内地貌复杂，低山丘陵、平原圩区交错分布。镇江人民治水活动历史悠久，远在西

晋之前就修建有江南运河徒阳段、破岗渎、赤山湖和练湖等四大水利工程。历代

人民浚河筑堤、修塘建坝，形成了一定的水利基础，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建国以

来，全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筑江堤、开

河港、建涵闸、修库塘，发展机电排灌，开展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形成了防洪有堤

闸、蓄水有库塘、引泄有河港、提水有泵站、排降有出路，蓄、挡、引、排和提调相结

合的水利工程体系，积累了丰富的治山治水经验，逐步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需要o

<镇江市水利志>是一部全面、系统的全市水利建设的历史记录，其内容丰富、

体例完备：记载了两千余年来镇江人民治水的历程，对建国以来的水利建设记述

尤为详尽。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中，我们不仅要了解镇江水

利建设的今天，也要了解它的昨天，才能指导更加美好的明天。历史是一面镜子，

相信志书的出版必然会对今后的水利建设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

<镇江市水利志>是全市水利战线上的又一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全市水利工作

者要用好志书，认真总结前人治水的经验教训，从实际出发，指导今后工作。

值<镇江市水利志>正式出版之际，欣喜之余，谨此为序。

镇江市 长 狡必
97年9月

1 rJ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求实存真”的原则，记

述镇江市水利的历史与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限溯至事物发端，下限迄于1990年。按照略古详今的原则，重点

记述1949年以后的内容。大事记延伸至1995年。

三、本志记述的范围，为今镇江市行政区划(市直和4个县市、2个区)为界，酌

情记述1983年前镇江地区的内容。

四、本志体裁采用述、记、志、图(照)、表、录等，志为主体，共设12章，章下设

节、目。个别内容增设子目。

五、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体记述为主，对一些内容联系紧密之事，适当采用纪事

本末体。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全志除概述外，一般用记述文体，只记事实，不做评论。

七、本志行文中建国前后专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本志行文中的历史

纪年，民国及其以前均用历史纪年，后括号加注公元年号(一般公元两字省略)，建

国后一律用公历。

八、本志凡称“党”的，指中国共产党，凡称“政府”的，指人民政府。

九、本志记述的地面高程，以吴淞基面计(吴淞两字省略)，个别以青岛基面计

的，用括号加注(青岛基面加1．896米等于吴淞基面)。

十、本志的统计数据，以统计部门和市水利局的统计数据为准。

十一、本志的资料取自文献、档案、报刊、正史、旧志、专著和口碑等，经鉴别核

实后入志，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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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

镇江市地处长江三角洲西缘，长江与京杭运河在此交汇。西邻南京，东接常

州，北滨长江，与扬州隔江相望。经纬度跨北纬31．37’～32。19’，东经118。58’～

119。58’。境内中部茅山山脉纵贯南北，北部宁镇丘陵横陈东西，把全市分割成沿

江、湖西、秦淮河三片水系。

镇江是一座有着3000年悠久历史的古城，为全国62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1929年至1949年，镇江是国民政府江苏省省会。建国后，设镇江市，镇江又是专

员公署(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地。1983年行政体制改革后，镇江市为省辖市。

镇江市1990年辖一市二区三县，即丹阳市、京口区、润州区、丹徒县、句容县、

扬中县。总面积3843平方公里，山丘区占55．8％；耕地241．6万亩，山丘区占

47．2％；人口258．13万人。 ．

市境气候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季，常年平均气温15℃至

15．4℃，多年平均年雨量为1029．6毫米。境内地貌复杂，平原、圩区、低山丘陵、

岗地犬牙交错。平原地区河道易淤，圩区常受洪水威胁，低山丘陵和岗地则常遭

遇山洪和干旱的袭击。特定的气候和地形条件，使得全市成为水旱灾害频繁发生

的地区，也决定了水利在全市社会经济发展中始终占有特殊的地位。

镇江人民的治水活动，见诸文字记载的已有2200多年历史，农田水利的萌

芽，当出现在4000年前荆蛮人活动的时期。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三十七年(公

元前210年)，开凿江南运河徒阳段。三国孙吴赤乌年间(238--250年)，筑赤山塘

(又名绛岩塘，即今赤山湖)钟水灌溉，并挖凿破岗渎，沟通秦淮河与太湖两大流

域；两百年后又开凿上容渎以代破岗渎。西晋惠帝年间(304--306年)，创建练湖，

蓄水灌溉，兼济漕运。东晋建武、大兴年间(317--321年)，于京口东郊徒阳段运河

上建丁卯埭，并建新丰湖等蓄水工程。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0年)，江南运河

全线拓浚沟通。至近代，清光绪六年(1880年)，镇江设立雨量测站，作为水利工作

重要基础的水文观测业诞生。光绪三十年设长江镇江潮位观测站，开始测记长江

水位。民国25年(1936年)，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在北固山北侧江畔建造水位自记

台。但晚清至民国年间，政权腐败，战乱迭起，社会动荡，水利严重失修，工程破坏

湮废。建国前夕，江河堤防单薄低矮，千疮百孔；蓄水塘坝既浅且小；平原水系紊

乱，河床狭浅；京口闸等控制工程几近坍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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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重视并致力于治水兴利，发展生产，造福人民，开创了

兴修水利、治理水患的新时期。40年代初，茅山革命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组织民

众修塘筑坝，今句容磨盘乡抗日坝、胜利坝、茅山湖等15处蓄水工程，均为此时所

建。

建国后的治水活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50年代初、中期，为水利的

恢复和规划时期。重点是培修堤防，兴建塘坝，进行水库和机电排灌建设试点，总

结经验并酝酿制订水利建设规划。

1949年7月下旬，6号台风过境，沿江遭狂风暴雨袭击，江洲港堤防严重损

坏，局部地区酿成水灾。这年冬至1953年，沿江地区组织劳力修复和加固堤防，

共完成土方2000余万立方米，使主要堤段的堤顶高程高于1949年最高洪水位

7．83米。1954年，长江出现百年未遇大水，镇江站出现有记载以来的历史最高洪

水位8．38米，市境又普降暴雨，以致外洪内涝，损失惨重。灾后，发动群众，以工

代赈，发扬互助合作精神，堵口复堤，抢修涵闸，恢复生产，当年完成土方754万立

方米。1956年，根据江苏省水利厅关于长江干堤设计的规定，镇江专署明确提出

堤顶高程超过1954年最高洪水位1～1．5米，顶宽4～5米的江、洲、港堤建设标

准。这年冬，沿江圩区人民在山丘区的大力支援下，开始大规模的堤防建设，历时

数年，多数堤段基本做到上述标准，御洪能力明显提高。这期间，山丘区大力改造

和新建塘坝、开挖撇洪沟、撇引雨水，提高蓄水能力。1952年，苏南行署水利局山

区水利工程处协助句容县勘测研究，制订水库建设规划，并于1953年在袁巷乡建

成全省第一座库容80万立方米的小马埂水库，为以后水库建设积累了经验。平

原圩区，开始电力排灌站建设试点，1951年，镇江西郊圩区永西乡五摆渡建成流量

1．8立方米每秒的全市第一座排涝站。1953年，丹阳县建成全国第一个受益面积

达11．5万亩的珥陵电灌区。

1956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要求

从1956年起用7～12年时间，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根据“纲要”精神，

各地及时总结了不同地区治水的经验，并以洪、涝、旱全面治理为指导思想，着手

制订骨干引排河道、水库和电力排灌等工程的建设规划，为下_步建设作准备o

50年代末至60年代，是重点工程集中建设时期。这时期，奠定了挡、引、排、

蓄、提、调的工程体系的基础。

1958年1月，中共江苏省委召开水利规划座谈会，要求各地根据不同地形特

点和水利条件，按洪涝旱兼治的指导思想广泛开展农田水利建设。这年冬，江南

运河徒阳段、九曲河、丹金漕河、香草河等骨干河港拓浚工程，谏壁闸等沿江控制

工程，北山、二圣桥、凌塘等一批中小型水库工程相继开工建设。经过广大干群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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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艰苦努力，一批重点工程先后完成开始发挥效益。沿江和平原地区，初步改

变了过去挡不住，引排不畅和航运受阻的状况；山丘区，随着35座中小水库大坝

合拢蓄水，抗旱能力明显增强；句容大卓、二圣，丹徒辛丰、大港，丹阳香草河、九曲

河灌区等一批电力排灌工程建成投产，排灌能力迅速提高。但这一时期由于对治

水的客观规律认识不足，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急于求成，不切实际地提出了

“大干一冬春，完成水利化”的号召，超越了当时劳力、财力、物力的承受能力，致使

有些工程被迫改变设计，降低标准，成为半拉子工程，效益未能充分发挥；有的水

系被打乱，移民未全部妥善安置，对局部地区防洪保安造成影响，给群众生活生产

等带来困难。

60年代初，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认真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八字方针和水利部制订的“小型为主、以蓄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治水方针，各

地组织施工专业队伍，常年施工与短期突击相结合，对已建工程进行续建和配套，

理顺水系，发挥工程效益，安置移民，解决其生产和生活问题。1964年，毛泽东主

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周恩来总理主持制订“大寨精神、小型为主，全面配

套，狠抓管理，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的水利工作方针，有力地促进了水利建设

的正常发展。山丘区在继续做好蓄水工程和灌区配套的前提下，开挖引排河沟，

建渠道、筑机垛，实行库塘、河渠与机电站相结合，提水补岗，扩大灌溉面积。平原

区机电灌溉和圩区排涝工程的建设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灌排能力显著提高。同时

随着各类工程设施的增多，管理机构和管理规章制度逐步建立，管理工作逐渐加

强。“文革”期间，水利工作一度受到干扰，但基于“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思想已

深入人心，多年来兴修的水利工程逐步发挥效益，群众有水利建设的自觉要求。

因此这期间，江南运河徒阳段、丹金漕河、太平河等一批河港再次得以拓浚；水库

扩建配套，同时还新建了一批小型水库；机电排灌和农田水利建设仍正常开展。

水利基础进一步增强，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70年代，是全面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和扎根长江开辟水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

期，防洪、引排、蓄水和提调工程体系进一步完善o

1970年，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后，各地以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

田为中心的农田水利建设迅速掀起高潮。山丘区继续新建小型水库20余座；平

原区机电灌区进行调整，改造、充实；圩区集中力量新建低扬程大流量的电力排涝

站。1974年冬、1975年春，镇江行政公署分别在溧阳县和丹阳县界牌公社召开山

丘区和平原圩区水利规划会议，总结水利建设的经验教训，交流山丘区和平原圩

区农田水利建设经验，推动各公社在县水利规划的框架内，按照省革委会1973年

提出的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基本农田的“六条标准”，制订各自的水利综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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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规划，绘出三张图(原状图、现状图、规划图)。要求各公社做到防洪有堤闸，蓄

水有库塘，引泄有河港，提补有泵站，排降有出路，构成蓄水、防洪、引排、提调的水

利工程新体系。两个会议以后，全市上下全面发动，从沿江到山丘，从平原到圩

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田基本建设热潮o 1975年冬起，句容县根据秦淮河流域

治理规划，对赤山湖、句容河及南、中、北河等进行治理，共完成土方1696万立方

米，使这一地区的泄洪、引水和防洪能力有较大提高。扬中县大力改造旧河网、建

设新水系，对全县12条主要引排河港进行整治，浚河筑堤，开挖沟渠，共完成土方

3309万立方米，并建成一批通江节制闸。对太湖湖西地区，镇江行署从基层抽调

了一批“文革”中下放的水利工程技术人员，集中修订区域水利规划，确定了高水

高排、控制湖西入太湖洪水的治水思想，并依据规划，开始兴建苏南最大的电力抽

水站——谏壁抽水站。平原圩区开展河网化和拉大框及格田成方平整土地的农

田水利建设。圩区界牌、高桥，平原珥陵，山丘天王等一批公社综合治理样板的涌

．现，进一步促进了农田基本建设的全面开展。

1978年全市大旱，谏壁抽水站及时建成投产，翻引江水6亿多立方米，补给了

湖西地区280万亩农田的灌溉水源。针对山丘区水源不足的矛盾，又先后建成扎

根江河的北山、长山及泰山等一批高扬程电力提水站，使山丘区30余万亩农田灌

溉得到长江水源的可靠补给。为解决秦淮河流域的洪水出路，1979年镇江地区9

个县14余万劳力，远征秦淮新河工程。70年代，水利管理也得到明显加强。各地

重视工程设施的维修养护，重视推广应用新技术、新材料，较大范围地开展机电泵

站的节能技术改造，水利综合经营工作开始提上议事日程。特别是1978年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水利工作实行“转轨变型”，确立了水利为农业服务，为国民

经济和社会服务的指导思想，水利工作逐步向建设、管理、经营、服务与效益相结

合的方向发展。

80年代，是水利建设挖潜配套、完善提高的时期，也是水利工作转轨变型的重

要时期。这一时期，水利工作中经济效益观念、有偿服务观念，依法治水观念、社

会办水利的观念逐步形成。

进入80年代，在国家基建投资紧缩的情况下，通过多渠道、多层次筹集资金，

水利建设仍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对基建工程，加强基建程序和技术论证制度，

下放审批权限，实行投资包干。农田水利，则主要依靠集体筹资和群众的劳动积

累来兴办，国家进行适当补助，并采取“先贷后拨”、“贴息贷款”、“以奖代拨”等办

法，资金的使用效果有所提高。面对改革的新形势，全市的水利建设朝着挖潜配

套、补缺充实、更新改造，进一步增强水利基础实力的方向发展。对沿江300余公

里堤防，按照“建设、管理”双达标的要求，进行全面加高加固。扬中县在3年内挑



概述 5

土方323万立方米，全县120公里江堤基本实现“双达标”o为遏制长江镇扬河段

江岸坍塌，河势恶化的趋势，1984年市政府成立镇江市长江镇扬河段整治工程指

挥部，并经国务院批准，通过向沿江工矿企业等单位筹集资金，开始对和畅洲、孟

家港、龙门El等重点江段进行综合整治，从而拉开了长江镇扬河段河势控制工程

的序幕。山丘区，对60余座小型水库进行除险加固，续建配套，使之达到国家规

定的防洪安全标准，扩大了防洪和灌溉效益。面广量大的农田水利建设继续向省

政府提出的农田水利建设“八条标准”方俪努力。水利综合经营全面发展，经营内

容从种植、养殖业发展到工、商、建筑、运输、旅游及服务等行业。1982年11月全

国水利系统综合经营会议在镇江召开后，全市水利综合经营作为水利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80年代，依法治水、依法管水工作得到明显加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为

主体的水法规体系逐步形成，水政机构、水利公安机构相继建立，水事活动逐步纳

入法制化的轨道。水利工程水费的收缴工作也在80年代中期正式起步。

建国后的41年间，全市水利建设累计完成土方10．69亿立方米，投入资金

4．2亿元，其中国家支持2．69亿元。新筑和加固堤防780余公里；开挖和拓浚主

要引排河港63条，总长702．34公里，其中结合航运的河道200余公里；开挖改造

大、中沟一千余条，总长2500公里；沿江及赤山湖兴建谏壁、九曲河、赤山等中小

水闸25座，通江涵洞450余座；山丘区新建中小型水库105座。总库容3．78亿立

方米，其中兴利库容1．65亿立方米，共控制来水面积590．71平方公里；改造新建

塘坝9．77万座；建成机电排灌站2130余座，总装机容量23．32万千瓦(含流动机

电8．84万千瓦)，平原区灌溉流量每万亩农田达1．5～3立方米每秒，圩区排涝每

万亩面积4～6立方米每秒。全市有效灌溉面积222万亩，旱涝保收农田达169万

亩，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占0．9亩；治理水土保持面积540余平方公里。全市粮食

总产从解放初期的3．26亿公斤增加到1990年的12．26亿公斤，棉花总产由96．75

万公斤增加到1990年的516．5万公斤。全市水利系统综合经营1990年总产值达

1亿元，税利828万元；水库养鱼成鱼产量累计995万公斤，其中1990年108万公

斤；累计收缴水利工程水费856万元(1985～1990年)，其中1990年453万元。水

利事业的发展也为工业和城镇人民生活提供了水源保障，为交通航运事业创造了

条件，为实现农村电气化和乡镇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镇江市建国40多年的水利工作，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治水的总体规划

和实施没有出现大的反复和曲折，并在治水实践中逐步摸索和总结出一条符合市

情的治水路子，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基本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然而，由于治水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伟大事业，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永无止境，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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