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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美

大丰县地处黄海之滨，西濒里下河，素有洪水走廊之称，既是粮

棉之乡，又是多灾之邦，洪、涝、旱、渍、碱、潮、台风等自然灾害历来频

繁，大丰人民饱受着水旱灾害威胁，农业生产长期低而不稳。为了防

御潮水，治理洪涝灾害，唐大历元年(766年)黜陟使李承主筑捍海

堰，北宋天圣二年(1024年)西溪盐仓监官范仲淹修筑范公堤。从明

成化至清乾隆年问，先后又在范堤修建了12座归海闸，为防洪御潮

发挥了作用。1917年，张謇等民族实业家来大丰创办垦殖公司，废灶

兴垦，筑堤开河，改变了大丰的水利条件，奠定了大丰的水利基础。新

中国成立后，历届政府都把治水列为首要任务，组织全县人民大搞水

利建设，基本建成防洪、防涝、防旱、防渍、防潮五套工程体系，达到能

泄、能蓄、能引、能控、能调，提高了抗御灾害的能力，改变了过去那种

。支离破碎”、“百孔千疮”的旧貌，使过去那种大水“人畜漂流”、大旱

。赤地千里”的悲惨局面一去不复返了，出现了田成方、沟成网的水利

崭新面貌，使水资源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得到广泛、科学、合理的利用，

为发展大丰县的工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提供了物质基础。

改造自然是没有止境的，治水是一项长期的斗争，任重道远，还要经

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彻底战胜自然灾害。勤劳勇敢的大丰人民将在中

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谱写出更好、更美的水利新篇章。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为了总结历史，资治当今，教

化后人，存史备考，大丰县水利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大丰县水利

志》，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大丰水利事业兴衰起伏的历史和现状，介绍

了大丰人民的治水功绩，希望她能成为治水的资料书、经济建设的参

考书和乡土教育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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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采取横分门类、纵向叙述，纵横结合、以横为主的方法，

分为十九章，记述大丰县水利建设和管理等方面的情况。划分事类，

不受部门隶属关系的限制，而采取“事以类从”的办法。

二、本志“综合古今”而又“略古详今”，着重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的事实，但为追溯根源，亦适当记载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状

况}注意突出重点、特点，详写开创性的事物，略写一般性的现象。其

上限时间不作规定，下限时间止于1987年，唯大事记和自然灾害、机

构沿革下延到大丰撤县设市之日，即1996年9月28目。

三、本志运用多种体式：大事记用。记”，分述事物用。志”，介绍人

物用“传”，显示形象用“图”，歹13记数字用。表”，附栽相关史实用“录”。

四、本志按“生不立传”的原则，只为有重大影响或有显著事迹的

已故人物设置专传，其余则在有关章、节中因事系人，不设专文。

五、本志时间表述：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各个朝代一律

先写事件所在朝代年序，后标公元年序，以保持历史面貌。

六、本志各章记事中所栽币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当时流

通的货币币值计算，前面冠以货币名称；新中国成立后则按现行人民

币币值计算。

七、本志各章记事中所载度量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当时

度量衡标注；新中国成立后均按现行国际统一标准标注。为使用方

便，质量仍以公斤计，面积仍以亩计，柴油机动力仍以马力计。

八、本志注意字符的统一，数字的使用一律按国家语言文字规定

为准。

九、本志使用的资料来自县志办公室、县档案馆、有关乡镇志、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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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资料专辑和县水利局资料档案室，也有部分来自调查材料，均复

制备考，志中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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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丰县位于江苏省东部，盐城市东南部的沿海，地处淮河人海尾

闾，西濒里下河，为苏北滨海淤积平原。地形南宽北狭，呈不规则的三

角形，为平原地势，东高西低，南高北低，中部老斗龙港两侧、中南部

小洋河及右河两岸为槽形洼地。全县地面高程在1．9---4．5米之间。

东有112公里的海岸线，滩涂面积广阔。地势按水系分为里下河圩区

和垦区两大片，垦区又划分为西潮河地区、大丰干河地区、王竹港地

区、川东港地区4种类型。按农业区划又分为里下河农业区、堤东农

业区、沿海农业区，滩涂开发区。全县辖8个镇，21个乡，366个村。总

面积2367．3平方公里，总耕地面积124．1万亩。

大丰属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地带，气候具有明显的过渡性、海洋

性、季风性特点，气候温和，雨量丰沛，多年平均降雨量为1068毫米，降

雨量集中在6～9月份，占全年的63％。7,-,-9月份又常受台风影响，常

常暴雨成灾，往往是西面客水压境，东面海潮顶托，以致涨水快，退水慢，

高水位持续时间长，对低洼圩区威胁极大。大旱之年，客水堵绝无源，高

亢地区严重缺水。

大丰既是“粮棉之乡”，又是“多灾之邦”，洪、涝、旱、渍、碱、潮、台

风等自然灾害历来频繁发生，从北宋乾德二年(964年)至民国三十

一年(1942年)的978年中，共遭灾331次，差不多三年一遇。其中水

灾134次，旱灾91次，潮灾58次，风灾23次。大丰人民饱受着水旱

灾害威胁，农业生产长期低而不稳。大丰之所以灾害频繁，是由其所

处的地理环境、自然特点及历史原因决定的。一是地处里下河下游，

为历史上的泄水走廊，洪水危害大，防洪任务重。=是汛期极易出现

暴雨、连绵阴雨，旱涝急转，因洪致涝，明涝暗渍交替为害。三是台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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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海潮齐袭。四是水源分布不平衡，早年水源严重不足，经常发生

春旱接伏旱、秋旱，甚至连续干旱。这些反映了大丰自然情况的复杂

性，治水斗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新中国成立以后，大丰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依靠集体力量，有计

划地改造自然，同各种自然灾害进行斗争。38年来，全县共投入近2亿

劳动工日，挖土方64956．3万立方米，砌砖石方26万立方米，浇混凝土

25．2万立方米。共完成大沟211条，中沟1653条，小沟43519条，斗渠

1167条，农渠18308条；修筑海堤213．5公里，圩堤1431公里；修建挡

潮涵闸14座，调节闸3座，节制闸162座，圩口闸289座，套闸2座，中

沟以上涵洞2379座，还建成数以百万计的涵管及田间小型建筑物。发展

机电排灌站1077座和流动机泵3863台套，机电排灌动力79431马力，

兴建5座翻水站，发展机井293眼。这样使全县自然面貌发生了深刻变

化，基本建成防洪、防涝、防旱、防渍、防潮五套工程体系：一是以川东港、

竹港、疆界河、王港、四卯酉河、斗龙港、南直河、西潮河、大丰干河等入海

河道和14座挡潮闸，289座圩口闸，1431公里圩堤为主体的防洪工程

体系；二是以211条大沟骨干河道，167座中、小型涵闸和260座排涝站

(包括排灌结合站)，流动机泵3863台，35492千瓦排涝动力为骨干的除

涝工程体系；三是以丁溪河、五十里河、三十里河、新团河等引水河道、众

多的沟渠，976座电灌站，5座翻水站，27161千瓦灌溉动力构成的防旱

工程体系；四是以田间沟洫、小型涵闸、涵洞为基础的防渍工程体系；五

是以150．5公里的一、二线海堤和沿线控制建筑物相结合的挡潮工程体

系。这五套水利工程体系联结协调，配合运用，初步构成大丰比较完整的

新水系，达到能泄、能蓄、能引、能控、能调，大大提高了抗御灾害的能力，

在历次抗灾斗争中显示了它的巨大威力。过去那种大水“人畜漂流”、大

旱“赤地千里”的悲惨局面已一去不返，为大丰的工农业生产发展提供了

可靠的物质基础，既促进了农业高产稳产，又促进了绿化、道路、航运、水

产、农机、灭螺、乡建等事业的综合发展。

大丰水利建设的发展过程，按其建设内容，大体经历了4个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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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是50年代开展的以挡潮、防洪、除涝为重点的水利建

设。为抗御海潮侵袭和控制洪水之患，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家百废

待兴，财力、物力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动员民工修筑海堤，连续历经

8个冬春，完成大丰主海堤98公里。兴建了大丰闸、王港闸、三里闸、

大中闸、建川闸。对防洪圩堤进行全面加固，并开始兴建圩口闸站。先

后开挖扩浚了西潮河、大丰干河、王港河、南直河、川东港、一、二、三、

四、五卯酉河、黄海复河、老新团河、五十里河等骨干河道。同时对各

乡镇内部水系进行全面规划，开挖大、中、小沟，基本上实现了初级河

网化。为改善水质，开挖了通榆河、南界大沟、中洋大沟、八灶河、翻身

河等，在西部地区发展旱改水，兴建排灌站20座，发展机电排灌动力

2102马力，灌溉面积达13万亩。

第二阶段是60年代开展的扩大骨干河道的排涝能力，加强内外

三沟的治理，提高排、引灌工程的效益。治理了西潮河、JIf东港、斗龙

港等三条流域河道，并相应建闸导水人海。对大丰干河、壬港河进行

拓宽，对生产河、一、二卯酉河、五十里河、七灶河进行疏浚，扩大其引

排能力。同时继续发展机电排灌站148座、机电动力3300马力，扩大

旱改水面积23．57万亩。

第三阶段是70年代开展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实行综合

治理。先后拓浚了南直河、Jll东港、护龙河，提高了斗北、斗南地区的

排涝标准；开挖了疆界河；兴建了竹港闸和草堰翻水站，新开了垦区

南北中心河、潘大中心河，兴建了大桥、何川、中业3个翻水站，提高

了垦区和东南高亢地区的引水灌溉能力；在西部地区开挖了新团河，

疏浚了十总河，在五十里河上游切口改线直通串场河，使西引淡水的

流量增大了20立方米每秒。同时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六条标准的要

求，开展了以治水改土为中心，防涝治渍为重点的旱涝保收稳产高产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使其从单一治水转向沟、渠、路、林、田全面规划，

洪、涝、旱、渍、碱综合治理，桥、涵、闸、站、点全面配套，农、副、工、交、

机齐发展。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过程中，通过“排、灌、降、控”保持土

壤适宜含水量，通过“引、提、蓄、调”解决水源，通过“分、改、盖、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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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综合治理，改造低产田60万亩，至1987年，全县拥有旱涝保收、稳

产高产农田50．78万亩，建成一批高标准的万亩以上连片治理样板

田，使全县农田面貌大大改观。

第四阶段是80年代兴起的水利建设向高标准、高技术方向迈

进，由兴建为主转向以内涵为主，挖潜配套，提高工程效益，以达到

洪、涝、渍、旱兼治的目的。同时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实现水

利事业转轨变型。在国家水利投资大规模缩减的情况下，大丰人民继

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大规模巩固提高原有水利设施

质量的同时，先后拓浚了大丰干河上游和一卯酉河，加强了王港河、

大丰干河两水系的调度功能；整治了丁溪河，提高了输水效果；兴建

了小海翻水站和疆界河灌区配套建筑物，扩浚了疆界河、马路河，为

马路河以东疆界河灌区提供了抗旱水源；拓浚了幸福河、东竖河、穿

心河，提高了排涝能力；拓浚了二卯酉河东段，提供了滩涂开发水资

源；改建了大四河，串换了水质，并为城镇建设提供了条件。在建设水

利工程的同时，狠抓了工程管理，建立健全分级管理体制，推广点、

线、面配套管理，进一步搞好工程的除险保安和维修养护，努力提高

控制运用水平，合理进行灌排调度，扩大效益，充分利用水土资源，开

展综合经营，增强了自身建设实力，促进了水利事业的良性循环。

大丰在治水建设中，也曾出现过一些失误，教训也是很深刻的，

一是受1958年“大跃进”极左思想的影响，摊子铺得大，战线拉得长，

通榆河等工程中途被迫下马，形成半拉子工程，不能发挥作用。二是

60年代末70年代初受“文化大革命”无政府思潮影响，盲目提倡边

规划、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做法，造成工程质量不高。三是管理

不善，造成一些水利设施人为破坏，影响了工程效益的发挥。四是疆

界河灌区配套未跟上，草堰、小海两座翻水站不能发挥作用。

大丰的水利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只是为社会主义的水

利建设奠定了基础，目前洪水威胁远未解除，涝渍危害还比较频繁，

东南部地区灌溉水源仍然匮乏，抗御台风屏障不够坚固，工程设施老

化失修。有的带病运行，有的已损坏，抗灾能力普遍偏低，不能适应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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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历年水毒ll-r程完成情况

＼项目 完成工程量(万立方米) 新建涵闸(座) 新挖河道(公里) 疏浚’阿道(公里) 在工人次(万人) 实做工日(万日)

i 其 中 其 中

年认 土方 石方 混凝土方 大型 中型 小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小计 小计

’
大型 中型 小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1949 127．6 16 19 1．32 1．27 O．05 51．19 50．40 0．79

1950 590．3 10 19 15 57 10．54 7．26 3．28 255．37 212．07 43．30

195l 395．6 6 3 87 6．56 3．30 1．30 1．95 128．17 51．20 15．26 61．71

1952 270．1 1．S O．2 2 32 69 21 136 6．91 3．54 3．37 83．11 47．76 35．35

1953 128．3 0．2 O．1 1 7 64 4 138 3．44 1．05 2．39 43．19 18．42 24．77

1954 478．4 0．1 0．1 18 91 11 50 10．36 4．97 1．2l 4．18 166．82 88．12 8．27 70．43

1955 580．2 0．2 O．1 1 20 100 8 124 14．19 9．07 O．64 4．48 251．23 197．83 7．20 46．20

1956 1040．2 0．2 O．3， 2 3 46 11l 28 111 17．04 6．24 6．58 4．2Z 283．52 55．84 109．03 118．65

1957 806．7 0．6 O．4 2 22 150 37 173 17．90 8．30 5．71 3．89 311．96 170．46 39．24 102．26

1958 2960．0 1．2 1．2 1 11 18 114 27 75 173 43．75 35．05 1．11 7．59 154．62 1092．52 37．27 418．77

1959 2091．6 1．3 0．8 1 8 82 35 94 47 17 133 14．80 14．06 O．74 1137．06 1036．53 llO．53

1960 1434．4 0．5 O．3 4 12 55 36 159 14．38 5．54 6．74 2．10 389．73 164．73 208．25 16．75

1961 292．5 0．4 0．1 1 4 12 55 6 142 3．07 0．95 2．12 73．40 30．75 42．65

1962 590．5 O．1 0．1 6 10 56 25 155 4．30 0．40 1．90 2．00 280．80 26．00 34．00 220．80

1963 1132．9 O．6 0．2 10 8 103 47 159 5．60 O．60 1．80 3．20 379．60 45．00 94．50 240．10

1964 1184。8 0．4 0．6 21 33 6 34 189 414．45

1965 1204．0 0．2 0．2 29 50 144 37 212 323

1966 1496．0 2．2 1．5 1 l 61 48 38 140 24 42 193 583．4

1967 1465．4 0．6 1．O 75 51 152 47 216 525．3

1968 1310．0 0．9 0．3 28 37 160 76 199 503．3

1969 135．0 0．9 0．1 33 55 226 65 318 480．9

1970 1975．0 0．5 O．1 14 69 260 50 255

1971 2773．0 0．6 O．4 10 55 216 42 193

1972 1460．5 O．5 O．2 17 13 46 Z31 5 29 191

1973 1610．0 O．7 O．6 1 22 14 33 61 15 13 184

1974 3109．0 0．6 0．5 48 82 80 130 180

1975 3451．8 O．9 0．8 31 31 50 96 156

1976 4258．0 O．7 0．9

1977 3077．0 O．9 1．7

1978 3436．0 1．0 1．8

1979 4160．O 1．7 1．1

1980 3532．0 1．5 O．5

1981 2884．0 2．1 1．4

1982 270．8 O．23 O．09

1983 1109．1 0．40 O．19

1984 1549．2 1．07 O．69

1985 1467．3 0．54 1．99

1986 1312．1 3．27

1987 1100．0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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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灾、保安全、夺丰收的要求。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大农业发展的步伐，

全县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还要坚持不懈地大干快上，继续认真贯彻

“巩固改造，适当发展，加强管理，注重效益”的总方针，以治水改土为

中心，以改造低产田、建设吨粮田、开发新资源为目标，坚持洪、涝、

旱、渍兼治，主攻涝渍，积极解决灌溉水源，逐步提高防洪标准，狠抓

续建配套，强化工程管理，依法治水，把大丰水利建设成挡得住、排得

出、灌得上、降得下的高标准和高质量的新体系，使水利建设在国民

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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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历元年

淮南西道黜陟

(今阜宁县阜城镇)

遂使海滨盐卤之地

·北宋开宝九

泰州知州文祜

·北宋天圣二

范仲淹为兴化令，征集通、泰、楚、海四州兵夫4万余人修筑堤起

自海陵东新城(今刘庄镇北)，经虎墩(今草堰镇南)至小淘浦(今东台

县安丰镇)以南。至天圣六年(1028年)春筑成，长130里，后人称范

公堤。

·南宋咸淳五年(1269年)

两淮制置使李庭芝开凿串场河。

·明成化八年(1472年)

判官乐武建造自驹北闸。

·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

巡盐御使开封李孟垤委派扬州府知事王堂建造白驹中闸，白驹

场副使李芳督工，四月朔兴工，八月晦落成，为商捐经费。

·明弘治二年(1489年)

淮安公司孙进委白驹场大使张悟，副大使徐腾督工疏浚牛弯河。

·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

御使洪恒浚小海闸下引河，名新开河，长39里。

·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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