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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玉田县水利志》是玉田县一部较为完整系统的水利建设的历史记录。它用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系统地记述了玉田县水利事业的沿袭、变革和发展

历程。它的问世，是多方协助，通力合作的结果。这部水利志资料丰富，翔实，具有地

方和时代特色，为玉田县今后的水利建设事业提供了必要的借鉴和依据。

玉田县水利事业的发展，既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也受政策、行政干预的制约，有很

大的人为因素作用。修志人员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坚持略古详

今，秉笔直书，既着重颂扬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玉田县水利建设的巨大成就，也客观地揭

示了水利建设中出现的弊端和失误。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玉田县是以农业为主的大县，要发展农业生产，就必须总结经

验，发扬玉田县人民治水的光荣传统，开展技术革新，使全县水利事业有个长足的发

展。因此，在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同时，还要充分注意从实践中摸索出今后水利建

设的新特点、新规律，以便使玉田县的水利建设取得更大的成就。

原玉田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原玉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佐卿

1990年lO月10日



凡 例

一、本志是玉田县第一部水利专志，上限不作统一规定，下限断至1985年。

二、本志纲目取章节体，全志10章，章下设节，节内设且。大事记放于卷首，卷前

附图和彩色照片，文中插入部分表，卷末设附录。

三、本志纪年，清朝以前按朝代、国号纪年，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j民国以后采用

公元纪年法，以阿拉伯字码书写。

四、本志数字用阿拉伯数码书写，超过万以上的数字，以“万"为单位，小数点以

下取两位，个别列表数字除外。

五、本志的计量单位，1948年以前按当时使用的计量单位书写，1949年以后按国家

法定计量单位书写。

六，本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后，简称为“建国前”、“建国后，，。

七、本志中的党，政、事业单位机构名称，第一次出现用全称，括号内注明简称，

再次出现用简称。

八、各个历史时期的行政区戈Ⅱ及地名，均沿用旧名，必要时加注现名，建国后的用

标准地名。

九、标高使用黄海高程，个别使用大沽高程的在括号内加注。

十、本志资料，建国前的主要来自水利科技部门出版的史料、报刊，清光绪《玉田

县志》，省、地、县的历史资料。建国前旱、涝史料以原文为主。建国后的来自唐山专

署、唐山市水利局、县档案馆、县水利局文件、技术资料所载或访问调查的口碑资料。

数字以县统计局、水利局历年统计数字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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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玉田县始建于唐代，辽，宋、金、元、明、清诸朝代及民国、抗日战争时期，县境

几经改属．合并与分置，1946年2月撤销玉蓟、玉宝各联合县，恢复了单一的玉田县建

制，属冀东行署十五专署。建国后戈Ⅱ为8个区，1958年8月人民公社化，建立8个人民

公社(简称公社)；1962年划分为40个-公社，1983年5月撤销唐山行政公署(简称唐

山行署)，玉田县属唐山市，同年4至8月，政社分开，公社改为乡或镇，到1985年全

县划成7个镇和34个乡，共有自然村763个，总人1=1562633人，耕地112．5万亩，其中

水浇地76．04万亩。

、玉田县位予冀东平原北部边缘，燕山南麓，是以平原为主兼有少量丘陵的县，平原

绝大部分在县境的中、南部，被河、渠分割成10个封闭洼地，这些洼内有耕地65万亩，

占总耕地面积的58．7％。全县总的地势呈北高南低略向西南倾斜，西部蓟运河，东部的

还乡河是两条界河，境内的兰泉河，金水河，荣辉洞(在治理中主河道已废除)，双城

河，均系北水南流，汇入蓟运河而后入海，人工开挖的双城河改道是还乡河的一条支

流。县境属温带大陆性气候，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炎热雨量集中，秋季缺雨，冬季干燥

寒冷。农作物有小麦、玉米、高粱、甘薯，水稻等，并种植棉花，红麻，花生等经济和

油料作物。

。历史上，明朝曾筑还乡河堤，清朝时筑蓟运河，双城河堤埝，也曾修建简易水闸j

在沿河两岸引用河水栽种水稻。农民自古以来使用戽斗、桔棒、辘轳等简单提水工具灌溉

少量农田或菜园，各个朝代都不能全面系统地治理河道和洼地。农田灌溉面积为数不

多，’到1949年全县有水浇地2．27万亩。

建国前，由于县内洼地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的原因，洼地十年九涝，人民生活十’

分困苦，加上连年战乱，百姓流离失所，当年“下关东"“去口外”的人不计其数，饱

尝了背井离乡的痛苦。

玉田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6年开始挖河筑堤、修渠，整治河道，排除

洼地沥水。当年开挖的新荣辉河，杨柳新渠等工程对洪水下泄和洼地沥水的排除起到很

大作用。

建国初期，没有经过治理的河道，堤埝低矮，残缺不固，河道弯曲卡口多。县委、

县政府领导全县人民疏通，治理河道，自1950年开始，连续7年将还乡河堤埝加高培

厚，展宽取直。为减少蓟运河的洪水威胁，全县出动3000人开挖潮白河故道，使其不再

改道入蓟运河。1952年将蓟运河左堤做退堤处理，在长沿等15个村庄确定6个滞洪区

·1‘



(简称水六村滞洪区)。1958年全县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工程，治理河道的工程全面展

开，1959年县内出动1．4万人，参加兴建蓟运河上游的于桥水库，使该河上游的洪水得

到控制。同年，在县境北部开挖双城河改道工程，将双城、荣辉两河上游的洪水截入还乡

河。在兰泉河上游开挖东、西两支，将金水河新筑双堤，双城河主河道重筑堤埝，取消

荣辉河故道。此后，对各条河道连年治理，迁堤开卡，裁弯取直，加固双堤，在各条河

道修建农用桥55座，分洪、防洪、节制闸11座，穿堤涵洞173座。经过治理的各条河道

大大提高了行洪标准，兰泉河、金水河、双城河达到十年一遇，还乡河达到二十年一

遇，除蓟运河尚未根治外，其它各河均已根治，实现相机排水和适时行洪，农田灌溉大

大发展，昔日的连年水灾得以消除。 ， ，

在治理河道的同时，玉田县人民对县内的lof封闭洼地进行彻底的治理。开始是建

锅驼机抽水站排除沥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技术力量的增强，i964年兴建全县第一座

较大的芝麻窝电力扬水站，此后相继建成柳沽、小河口大型电力扬水站，自行设计并施

工兴建盛家庄、大丁庄等中小型扬水站，到1981年共建成23座电力扬水站，排水能力达

到197．6立方米／秒，装机97台机组，电机总容量16468千瓦，设计年排水总量17471万

立方米。随着扬水站的建成，排灌渠系相应配套，干、支、斗、农各级渠道挖成通水，

这些水利工程全县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规模之大工程量之多是玉田县水利建设前所未有

的。共建成千渠44条，支渠249条，总长796．5公里，建站修渠共动土石方4065万立方

米，国家投资1479万元， +：

大中型扬水站建成后，各站排水、灌溉自成体系，各渠道、各河流互不相通，水量

不能互相调度，在治理洼地过程中使人们认识到，全县的河渠应当互相连通，控制运

用，排灌自如。1974年县委制订了“深渠河网化”的蓝图，全县人民大干一年挖河修

渠、建桥修闸，实现五化：“深渠河网化、土地方田化、方田台田化、台田园田化，园

田水利化”，五通“河河相通，河渠相通、渠渠相通、站站相通，路路相通嚣，使河、

渠，洼地之水旱能浇，涝能排，调度自如。全县洼地的排涝标准达到五年一遇，昔日的

百里荒凉洼变成旱涝保收的高产田。 、

山区群众开展治山治水，兴建小水库、塘坝，治沟，．治坡，修筑梯田，营造水土保

持林等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水土保持工程。1958年兴建小水库和塘坝388座，

拦洪坝1103道，挖鱼鳞坑370万个，标准水平梯田2．5万亩，这些工程是在“大跃进?中

建成的，当年起到拦蓄洪水的作用，减轻了水灾的损失，也有一大部分工程被洪水冲

毁。到1985年全县定型的小(二)型水库14座．．塘坝71座，总库容1136．25万立方米。

从北部山区到南部平原，．绝大部分地区地下水较为丰富，50年代初期，以打砖石井

为主，政府拨给农民贷款购买水车。1956年，全县打出第一眼机井，此后机井建设和机

械提水灌溉迅速发展，到1985年全县有机井13656眼，全县的水浇地80％用机井灌溉。

抽水机械由50年代的柴油机带离心泵，．改用电动机带深井泵、潜水泵。， ，1，一

1976年7月28日强烈地震，全县水利工程遭到极大破坏，各项水利工程损失折款

1253．2万元。全县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振奋精神，‘全力投入抗震救灾，保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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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个市县2500余人支援恢复水利工程建设，历时一年各河堤埝全部恢复和超过震前的行

洪能力，并彻底整治还乡河、兰泉河。有的扬水站报废重建，有的维修加固，扬水能力

很快恢复原设计标准。山区的小水库及塘坝逐个除险加固，重新验算洪水，增开溢洪道断

面。整个恢复工程国家共投资1558．3万元。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对土地的精耕

细作，发挥机井灌溉的优势，在县境南部开发种植水稻，23座电力扬水站旱时可提水灌

溉，涝时可排除洼地沥水，农田产量大幅度提高，各项水利工程设施对农业增产起到巨

大的作用。

建国36年来，各项水利工程共用土石方17078．76万立方米，国家共投资4778．88万

元，群众自筹(包括统筹工和部分物料)折款4681．7万元。水利工程发挥效益，促进全

县工农业的大发展。1949年全县耕地129．3万亩，其中仅有水浇地2．27万亩，粮食总产

19710吨，亩产仅16公斤，农业总产值1231万元。1985年，耕地面积110．55万亩，水浇地

发展到76．04万亩，粮食总产量284895吨，亩产354公斤，农业总产值达36752万元。农业

的大幅度增产，促进工业大发展，县办工业，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1950年全县工业总

产值仅106万元，到1985年达到8493．1万元。

1978年以来，水利管理单位办小工厂，组织来料加工，办养殖业和种植业等综合经

营项目，增加水利管理单位的经济收入，减轻国家负担，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玉田县在水利建设中也有一些失误，有些是对自然规律认识不足，有的是因领导上

的主观主义，致使部分工程半途而废，有的收效不大，浪费了一定的人力物力。1958年

“大跃进，，时，修筑的山区小水库，当年被洪水冲垮半数以上，大都是漏库不能蓄水，

只可拦洪，洼地的平原小水库占去耕地7198亩，效益不大，后来废库还田。1975年全县

动员万名劳力修建“引兰上山"工程，耗资费工损失较大，终因无水可引而报废。有些

工程质量差，使用年限不长就报废重建。地下水资源的开采，机井布局不尽合理，造成

局部地区地下水过量开采水源补给不足。这些都应在今后水利建设中引为借鉴。当前出

现的新课题是：各项水利工程使用多年，老化严重，丞待整修或更新。

玉田县30多年的水利建设成绩巨大，全县人民治河，治洼、治山，治水，基本实现

早涝保收，一改农业生产落后的面貌，广大农民的愿望已经初步实现，’充分体现了社会主

义制度的优势性，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生产又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极

大地鼓舞了各级领导干部和全县人民的斗志，一批技术干部队伍茁壮成长。摆在全县人民

面前的是如何使农业生产再上一个新台阶，水利事业如何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水利

战线任重而道远，仍需再接再励争取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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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 记

1 946年

2月，冀东行署十五专署决定撤销玉蓟、玉宝各联合县，建立中共玉田县委员会

(简称县委)和玉田县人民政府(简称县政府)，县委书记田进良，县长冯寿天。当时的

国民党军队只占据县城及周围几个据点(1947年1271县城解放)。

秋季，在冀东行署十五专署水利委员会领导下，玉田县政府组织并领导群众，开挖

虹桥至魏铺台段的新荣辉河，全长18华里，将原荣辉河的部分洪水排入双城河。

1 947年

6月23日，玉田、蓟县两县群众联合开挖杨家板桥至柳沽的杨柳新渠，全长40华

里，用工7万个，将林南仓，太和两洼之水泄入蓟运河，脱出162个村庄,20多万亩耕地。

1 948年

。‘4月23日，玉田县的九、十两区出动民9-'．1450人，修筑蓟运、还乡，双城3条河的

大堤，长1 40华里，并挖新渠270丈，完成土方7．2万立方米。

1 949年

。7月12日，玉田县第一个防汛指挥部成立，副县长金复明任主任，武装部副部长王

连之，’农业科副科长郁东任副主任。

7月26日，连降大暴雨，河水暴涨，蓟运河左堤倪家庄村西决口，260米，淹村270

个，淹没土地50万亩。

8月4日_7日，全县降特大暴雨，各河水量猛涨，蓟运河，还乡河，双城河，兰

泉河、荣辉河等相继决I=168处。水灾涉及县内14个区，700多个村镇，30多万人口，淹

没耕地108万亩，冲毁民房38031间，猪圈3852个，冲走粮食24．75万公斤，还有大批物

资等。广大灾民无家可归，灾后1个多月还有5600人流落他乡。

是年，县政府设立建设科，水利建设事业由该科管理，科长郁东，

1 95 0年 ，

1月22日，玉田县委印发了《给重灾农村党支部的一封信>)，号召全体党员带领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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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民，开展生产自救渡过灾荒。

春季，县政府组织民工在双城河，还乡河修泄水闸4座，堵决口2处，脱出洪水中

的农田45万亩。

4月11日，全县调集民工5．5万人，先后修复了被洪水冲决的蓟运河，还乡’河，兰泉

河、荣辉河的各河堤埝。历时20天。

5月20日，县政府组织民T'．3240人，赴潮白河修筑堤埝，完成土方15．6万立方米。

7月17日，连日普降大雨，县内的大小坑塘及河流漫溢，南部洼地有42万亩农田绝

收。

8月，县政府决定将林南仓、太和两洼之水扒开“丈二窝”沽I：1排入兰泉河，再排

入八间房洼。当时，荣辉河以南的上百个村组成“自卫委员会"，分立武装，游行喊口

号，公开与政府对立，后经唐山地委副书记周振华耐心做思想工作，反复协商才得以解

决，成为玉田县重大的“丈二窝"水利纠纷事件。
；

1 951年

春季，全县抽调民工，修复各河堤埝，总长150公里，用工46．53万个。

8月15日早6时，还乡河上游大雨，河水暴涨，超过历年河堤决口水位，县防汛指

挥部组织1．1万人的抢险队，奋战3昼夜，抢护还乡河31段784米长的劈埝和险堤，没发

生决口，使丰润、玉田、宁河3县约80万亩土地免受水灾。

1 952年

7月23—24日，全县连降大雨，蓟运河、还乡河相继出险，全县抽调1．4万人，其

中干部252人，妇女236人，上埝防汛抢险，奋战7昼夜，保住蓟运河，还乡河的大堤。

最小的金水河因洪水太大决口4道，及时堵复，仅淹地10余亩，下游漫溢淹没耕地1000

余亩。

7月26日，蓟运河小河口处的洪峰达到6．73米(大沽高程)，遵省政府指示扒口分

洪。小河口一毕家沽围埝，宋庄一小辛庄30米，小辛庄村东70米，并挖开下河口70米。

7月28日，河北省人民政府指示，撤销廖文惠六区防汛指挥部主任的职务，并在两

年内不准担任领导职务。因廖在7月14日防汛工作中严重玩忽职守，造成双城河左堤小

稻地村北决口12米，淹地540亩。
‘

是年，蓟运河左岸做退堤处理，设水六村(指毕庄子，时家定府、船窝、大辛庄，

小辛庄，宋庄)、长沿、齐庄子(包括齐庄子、芝麻窝，小杨庄，大太平庄)，王家楼

(包括王家楼，托床沽、高家庄)，杨倪八(指杨庄子，倪庄子，八间房)，观风堆6

个滞洪区，自小河口至柳沽筑起左岸大堤，堤内有耕地2万余亩，成为“一水一麦糟的

滞洪区。

是年，蓟滦河务局在兰泉河下游闸口娄庄子改建成一座两孔泄水闸，使兰泉河有了

相机排水的条件。
、

。

·5·



1 9'53年 ．．

7月下旬一8月中旬，县境连降大暴雨，南部洼地有38．66万亩农田受灾j’县委，

县政府及时领导群众抗洪、泄水，开展生产自救。
‘一

1 954年 。+
．

4月，县政府决定成立水利科，负担全县水利工程勘测、规划设计，施工等技术工

作。科长王永田。

夏季，连降大雨，各河水位超高，洼地沥水成灾，长期不退，平均减产2成。

1 955年

6月，在还乡河右岸建成李家选水文站。

1 956年

8月，建成于蛮铺西、柳沽两座锅驼机扬水站，是玉田县第一次使用机械排水的扬

水站。两站排水流量分别为2．42和2．25立方米／秒。

春季，由高凌云，王选树带领在玉田县城西三里屯打成全县第一眼机井，井深60

米，孔径400毫米，木制管壁，每小时出水30吨。到年底全县共打机井26眼，唐山地区

专员公署(简称唐山专署)拨给10台抽水机。

6月23日，在长沿村东建成一座锅驼机扬水站，排水流量8立方米／秒。

7月，在王木庄建成一座排水流量为1．5立方米／秒的锅驼机扬水站。

8月，县境连降大雨，双城，兰泉等河决口，淹毁农田52万亩，倒房1400间。，

是年，．全县8个区各设一名水利员，后发展到每乡1名，共40名。

1 957年

是年，在小庞各庄建成全县第一座小(二)型水库，库容12．7万立方米，防洪标准

三百年一遇，共做土石方2．72万立方米，投资1．3万元。 ·

1 958年

10月，玉田县抽调1．5万强壮民工，由吉景成领队参加兴建密云水库工程，于次年

完工撤回。

冬季，在东、西贤德城两村之间兴建一座锅驼机扬水站，装2台机组，每台75马

力，排水流量1．6立方米／秒。西小刘庄扬水站建成该站即废除。

是年，兴建东九户，大庞各庄，四角山、麻山寺、黄家山、围子庄6座小(二)型

水库i共完成土石方57．9万立方米，总投资17．1l万元。这些工程在汛期拦蓄洪水181万

立方米，有效地控制了山洪，因库底渗漏严重，不能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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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大和平，邢庄、孙各庄，刘学庄，李庄子5个管理区(后改为公社)的群

众，在唐山专署下放干部的帮助带领下修建大和平灌区，并建朱家桥节制闸，灌区控制

面积7．1万亩，保浇面积3．5万亩。

是年，组建水利队，李洪勋任队长。

是年，建成大盘龙节制闸，有效地控制双城河洪水和防止蓟运河水御灌，汛末可

为双城河蓄水800万立方米。

是年，县办一所以水利、农业为主的初级技术学校，名为玉田县技术学校。
’

1 95 9年

1月，全县出动1万余人，开挖傅各庄至蛮子营双城河改道工程，全长2l公里，共

做土石方266万立方米，工程于次年1月完成。

7月21—8月4日，全县连降两次大雨，北部山区一般达到600毫米，降水总量

6．67亿立方米，加上各河流入的水量达到11．90亿立方米。这次降雨时间短，雨量大面

积广，55．7万亩农田绝收，全县损失折款1439．74万元。

8月7日，玉田县成立生产救灾委员会，主任郝生，副主任张士明，陈玉科。

儿月5日，县政府决定撤销水利科，组建水利局，下设财会股、工程股，秘书股，

排灌股、增设水产科。

12yl，县政府调集4000名民工参加邱庄水库建设，另抽调1．4万名民工赴于桥水库

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玉田县采用“水中倒土"的先进施工技术。两项工程于次年8月

完工。

是年，建成刘典屯水库，完成土石方1．02万立方米，投资5800元。

是年，完成兰泉河上游东、西两支的开挖工程，并修筑荣辉河拦洪工程。

1 960年

春季，旱情较重，全县农村总动员抗旱播种，人力担水，抬水，畜力运水等点种大

田40万亩，挑水补苗51万亩，适时播种保出全苗。

春季，完成还乡河大堤窝洛沽以下堤段的加高加固工程，

道，做土石方56．6万立方米。

是年，完成兰泉河上游的中支和西支向北延长两项工程，

360万立方米。

并做护岸28处，挑水75

总长20公里。做土石方

是年，在山区修小水库35座，挖鱼麟坑37．66万个，修水平沟43．3万米，拦洪坝

1371道。 ’

，‘

‘

1 961年

j：．?0 6月，完成江洼口以上92公里还乡河的双堤加固工程，做土石方260万立方米，用

工90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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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在山区挖鱼鳞坑25万个，修水平沟2000米，拦洪坝76道，修梯田400亩。在

洼地挑台田1000亩。共做土石方460万立方米。

1 962年
。 ’

4

3月21日，县政府决定废除1958年兴建的24座平原小水库，恢复耕地7198亩。

5月12日，在杨家板桥公社西夺刘庄村东北建成一座柴油机扬水站，排除林南仓洼

的部分沥水，排水流量8立方米／秒。

7月24—26日，全县普降大雨，各条河流水位猛涨，还乡河、兰泉河决口4处，南

部洼地21万亩农田绝收，全县倒房15457间，死亡3人。

1 965年

6月15日，建成还乡河北单庄分洪溢流堰，将河堤开卡展宽，设计流量137立方

米／秒。 。，

8月21日，蓟运河上游普降大雨，小河口水位涨N5．01米(大沽高程)，唐山专署

决定向本县滞洪区分洪。 一

1 9 64年

7月13日，县防汛指挥部决定，分别在窝洛沽、小河口设防汛办事处，加强对防汛

工作的领导。此后，成为历年县防汛指挥部的下属机构。

8月2，14，16日，蓟运河上游连降大雨，县境河段3次出现洪峰，兰泉，双城两

河相继出现高水位，持续10多天，全县10个洼地受淹，38个公社1941个生产队受到不同程

度的涝灾，成灾面积41．4万亩。

12月上旬，将长沿、柳沽，王木庄、于蛮铺4座锅驼机扬水站改建成电力扬水站。

是年，治理双城河中段(荣辉河虹桥以下段统称双城河)，这时的双城河全长44．77

公里。

1 965年

1月，芝麻窝电力扬水站竣工交付使用，该站是玉田县第一座较大的电力扬水站，

排水流量18立方米／秒。

6月17日，在兰泉河中游高庄子村西建成倒洪吸1座，使张胖庄，龙爪子两洼之水

穿过兰泉河，经小河口机排入蓟运河。 ，

7月24日，小河口电力扬水站竣工，排水流量18立方米／秒。 ·

是年，在蓟运河左岸建成高沽子电力扬水站，排水流量2．5立方米／秒。

是年，玉田，丰润两县统筹劳力，共同兴建还乡河东岸新发庄电力扬水站，排除还

乡河以东，黑龙河以西两县洼地沥水，排水流量21立方米／秒。1月14日开工，年底竣

工。此站属丰润县管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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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66年

2月2日，成立玉田县农田水利建设指挥部，统管全县农田水利建设，．主任朱才，

副主任于静，政委石勇，副政委佐卿。

7月4日，柳沽电力扬水站竣工，是玉田县最大的电力扬水站，排水流量28立方

米／秒，国家投资161万元。

7月13日，双城河左堤，大定府庄村北的道口堤埝未堵，致使河水外溢，i淹地3000

余亩。7月30日河北省防汛指挥部办公室通报批评玉田县在防汛工作上的麻痹大意。

7月，还乡河的九丈窝分洪闸竣工，并完成北单庄溢洪区扩建工程。． 。

8月26日，建立中共玉田县根治海河指挥部委员会，李希恩任书记，刘树勋、盛树

先任副书谌刘树勋任指挥部主任。
秋季，玉田县调集民T_3000名，赴青县开挖子牙新河，工程分两期施工，1967年5

月全部竣工，共完成土石方69万立方米。

是年，建成东马头山水库，总库容19．aT立方米，完成土石方2．32万立方米，国家

投资9500元。

是年，在柳沽扬水站临时组建玉田县扬水总站，负责管理全县各扬水站，站长周长

青，

1 907年

7月15日，在蓟运河左岸建成盛家庄电力扬水站，排水流量6立方米／秒，投资3l

万元，

8月21日，全县一次降雨362．8毫米，双城河改道因河道横断面小，右堤全线漫溢

溃决，殷家屯、王庄子，郭庄子等村受淹。兰泉河决口两处，庄户等村受灾，灾区房屋

全部倒塌，粮食衣物等生活用品毁坏。县、社两级干部及当地驻军赶赴灾区抢险救灾。

是日，还乡河水猛涨，九丈窝分洪闸第一次分洪，分洪区群众极力反对，强行闭闸，造

成丰台公路道口堤埝漫溢而决口。这次水灾全县成灾面积56．1万亩。 ．

10月5日，玉田县革命委员会(简称县革委会)作出《关于开展学习舍己为公的好

‘民兵龚尚瑞的决定》，学习他为抢救集体财产与洪水搏斗，英勇献身的精神。

是年，玉田县扬水总站自柳沽站迁到芝麻窝扬水站，新建站址，健全管理机构，站

长杨万棠。

·1 968年
。

。

’

’．3月20FI，．县革委会精简机构，将水利局改为农田水电组，归县生产建设指挥部领

导。 ，
．

5月，全县抽调2万余人，展宽深挖双城河改道工程，行洪标准达到十年一遇，共

做土石方84．4万立方米，投资8．6万元，用T45万个。．．、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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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完成双城河第一期治理工程，展宽深挖罗卜窝至大盘龙河段。

12月，县革委会将农田水电组改为农田水利建设队。 ·

是年，组建打井队，归农田水利建设队领导，

．．、，～；-，．

1 969年 。
，

5月22日，原农业科学实验站，中心兽医站、农田水利建设队合并为玉田县农林水

利服务站。 ‘

一‘

是年，先后建成大白山、北白塔、北王庄，倘庄4座小<二)型水库，共完成土石

方68万立方米，投资1．65万元。又建成东果各庄、麦坡两座小水库，后改为塘坝

是年，建成郭家屯，东马头山(3座)、西马头山，阎庄子，老君屯、洒范家坞、

西芦庄、柳君屯、柳庄子、孙洛庄、青石塘、三乐台(西)、东九户(两座)、大庞各

庄(3座)，小庞各庄，石口，高家团城、李家团城、东五里屯，甄家定府等25座塘

坝，是水土保持工程完成较多的一年。 、． ，

1 970年

4月，农林水利服务站改为水电组，组长王永阁，指导员吉景成。

5月22日，玉田县根治海河民工团2128人，赴文安县完成大青河南支赵王新渠疏竣

工程。

8月，玉田县抽调民工4900人，由佐卿、魏文彬带队，赴宁河县北淮淀开挖潮白新

河南段工程，次年7月竣工。
’

’，

j

是年，建成青石塘水库，共做土石方3．1万立方米，投资3000元j ‘i、

是年，完成西大泉、邢家坞(两座)、尚庄后街，。刘辛庄，东范家坞、小燕山口、

杨元帅营、三乐台(东)、峰山(3座)、杨家团城，齐家团城等14座塘坝。 ．⋯一

是年，在双城河上游开挖李家选至于家铺截流引渠，全长13公里。共挖土方140万

立方米。 ‘、t
一

是年，组建水利机械修配厂，任务是修配和制造水利工程用的各种机械、打井机

械，水泵零件等。 ‘、

‘1

1 971年

6月，完成双城河的魏铺台至罗卜窝段河道展宽挖深工程，修建23座河道建筑物，

共做土石方210万立方米，用工120万个。

7月，在双城河左岸建成于家铺电力扬水站。

10月5日，玉田县根治海河民工团5500人，赴宁河县北淮淀附近开挖潮自新河北

段。工程分两期，次年4月底完工。 ，’

是年，玉田县委、县革委会发动群众绿化双城河堤、蓟运河左堤，以及各主排干等

渠道，到1976年共植树200多万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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