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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望都县水利志》是望都县有史以来的第

一部水利专业志，它的问世，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硕果。它统合

古今i‘观点明确，资料丰富，内容翔实，文笔流畅。是承上启下，服务当代，

益在千秋的历史记述，必将起到资政、教育、存史之功能。

望都县自古就有“珠泉万斛’’之美称。新中国成立后，望都人民在党和政府

的领导下，大力发展水利事业，防洪除涝，抗旱治碱，节水灌溉，科学管理。

形成了完整的灌排工程体系。七十年代侯陀经验曾在全国引起轰动。水利事业

的发展有力的促进了全县国民经济腾飞，使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有了很大

提高。 t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这已被历史事实所证明。

水利事业的兴衰已成为国民经济建设、发展的关键因素。本志书如实记述了望

都县水利发展的历程，读之使人感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倍觉“人民，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 ·

望都县水利志编委会，在各级水利志编委会的领导和帮助下，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统合

古今，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在广集资料，反复核实的基础上，认真编

纂，几易其稿，历时八载，完成了二十万字的《望都县水利志》，当志稿即将付

梓之日，欣然命笔以为序。

望都县县委书记：朱贺星

望都县县长：韩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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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望都县水利志》的编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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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按照“统合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编纂。

2．文中上限尽量上溯，下限定为1989年，为体现事物的连续性，4个别事件

或重点工程项目延续到搁笔为止。

3．志文采用章节体，用以类系事的方法加以记述，以志为主，随文配以记、

传、录，图表、照片。

4．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为主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记述。

5．志中除引用历史资料，为忠于原著引用原文外，一律使用现代语体文，文

字采用简化汉字o ．
。

6．纪年：1948年以前的纪年以各朝代年号，用汉字书写，并加注公元年

号，1949年以后纪年用公元年号，阿拉伯字书写。

7．志中建国后一律使用当代、标准地名，以望都县地名办公室辑印的《望都

县地名资料》为准，各历史时期沿用旧名。

8．志中所用数字，均采用县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及水利部门的档案资料和调查

资料。

9．写人物传时，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在水利事业上有重大贡献的做人物

简介，+或以事系人方法入志。 ·

10．县局干部任职名单只列局长、副局长、(工程师、助理工程师)无论生人

或故人，一律直书其名或写职务o

11．志中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o

12．志中凡简称“党"，均指中国共产党。凡称“县委"、“党委”等均指中国共产

党各级组织。凡称“政府”、“人委’’、“革委，，均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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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都县位于河北省中西部，地处保定地区西南部的太行山东麓冲积平原，

东经l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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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首都北京以南187公里，河北省会石家庄以北100公里，保定市以南33

公里。京广铁路、一京深高速公路南北横穿兵间。东临清苑，南接定县，西连唐

县，北界完县。县境南北间距33公里，东西为24公里。总面积为334．7平方公
‘

里。辖1个镇、15个乡，147个行政村，156个自然村，总人口23．7万，耕地

34．17万亩，占总土地面积的68．7％。主要粮食作物有小麦、玉米。经济作物有

棉花、辣椒、麻类、花生、芝麻等。-． 一

‘望都县历史悠久，在春秋时为鲜虞国地。战国时先为中山国地，后为赵国

之庆都邑、秦代庆都属恒山郡、西汉于此置望都县(故城在今县址西北十七公

里故城村)属中山郡。张晏《汉书》注云：“尧山东北，尧母庆都山在南，登尧

山，见都山，故以为名。"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属中山国，其后曾封、废数次，至西汉末元始

元年(公元1年)仍属中山国。东汉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属中山郡，．至晋，

代成宁三年(公元277年)，郡、国更替依然属之，北魏初属中山郡、孝昌(公‘

元525—527年)改隶北平郡，北齐时，望都归入北平县，隋开皇元年(公元

586年)属北平县复置望都县改属定州，’唐代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属安喜、

北平两县复置望都县(县治于安险故城，在今定县东三十里)仍属定州，贞观

八年(公元634年)始徒于今治，唐代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废定州，置博

陵郡，望都归其所辖。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复定州，仍属之。金代又更名

庆都县，元代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置保定路，庆都属之。明代庆都县隶

属保定府。清乾隆帝特旨，庆都县复名为望都县。民国二年，望都改属范阳

道，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范阳道更名保定道，仍属之。民国十七年(公元

1928年)废道始直隶于河北省，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

发后，不久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属河北省第一督察区。1939年9月属晋察冀

边区冀西二专区，1940年属晋察冀边区四专区，1941年初，唐县部分村庄划入

望都，同年12月定县部分村庄划入望都，并将原望都划开。以京汉路为界，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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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置新望县，路东置望定县，1942年4月为纪念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郄晓峰将新

望县更名为晓峰县。半年后为纪念晋察冀骑兵团长刘云彪逝世改称为云彪县o

1944年9月，望定县与云彪县合并，称为云彪县。1945年6月改属冀晋三专

区，9月撤销云彪县建制，1946年复名望都县。1948年6月改属北岳五专区，

1949年1月望都县划归察哈尔省易水专区，1949年8月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成

立，属保定专区。1958年12月20日撤销望都县并入唐县。贾村乡划入安国

县。1962年3月27。日，唐、望分县，恢复望都县制，贾村乡又划归望都县，隶

属保定专区，1970年保定专区改为保定地区仍属之。

望都县属于太行山东麓北段山前冲积平原，境内地势平坦，自西北向东南

略有倾斜。地面高程(黄海)30—56米之间，地面坡降京广线以西l／600，以

东1／1000左右。境内有大小不同的封闭洼地。这些洼地在建国初期，由于地

下水位较高且无排水出路，土地形成盐碱。

望都县属大陆性半干旱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日照充足，春季气温变化剧

烈，干燥多凤，夏季炎热多雨。据望都县气象站资料，多年年平均气温

11．8℃，极端高温为41．1℃(1970年6月16日)，极端低温为-21．8℃(1961年

2月22 E1)最大冻土深0．49米，无霜期18l天，多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742小

时，全年O℃以上积温为4666．6℃；10℃以上积温为4296℃，常年多东北风，

最大风速24米每秒。 ’
．。

水面蒸发量多年平均(1965年～1989年)1709．56毫米。

望都县降雨年际变化大，多年平均降雨量为520毫米，最大年降雨量为

1295．2毫米(1963年)。最小年降雨量为250．0毫米(1965年、1975年)相差4

倍多。年内分布极不均匀，降雨主要集中在6卅月，占全年降雨量的83％，10
月至次年2月占8％，3月至5月占9％，因而形成了望都县春旱、秋涝的规

律。

全县在地质构造上属新华系，第二沉降带，上部有深厚的新生代松散沉

积。全县有两大土类，5个亚土类，8个土属22个土种。褐土占65．7％，潮土

占34．3％。占面积较大的土种有3个，一是轻壤质脱沼泽潮褐土，主要分布在

郭村乡北部，寺庄乡大部及固店乡西部；二是通体轻壤质潮褐土，主要分布在

贾村、黑堡、黄庄、固店、西堤乡及城关镇，三是通体中壤质脱沼泽潮土，主

要分布在曹庄中部及中韩庄一小部分。

全县在村内路旁、河、沟、渠边有人造林带，道路纵横、绿树成荫。1990

年全县林地覆盖率为16．2％。

望都县水文地质条件较好，地下水藏量丰富，古有“珠泉万斛"之美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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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主要河流有六河七沟，这六河分别是：唐河、白岳河，运粮河、路西九龙

河、路东九龙河、新开河。另外在与完县交界处有曲逆河流过。多年平均水资

源总量为2．132亿立方米。其中地下水资源占48％，地表水资源量占52％，人

均占有量为886立方米。

望都县地势低洼，自然灾害频繁，春旱秋涝，旱涝交替出现。从公元1470

年一1948年间，有记载的旱灾31年，涝灾78年。建国前，河道弯曲水流不

畅，淤积严重，旱则禾枯，地裂。涝则田园成泽园，水退白碱遍地，草木不

生，灾害连年。解放前流传着：“望都有三宝，苣菜、胡萝卜、大菅草”，十年九

灾，人民流离失所，饿殍载道。

建国后，广大劳动人民翻身做了壬人，望都人民以极大的积极性，创造性

和献身精神投入到水利建设中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抗旱、排涝、治碱

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在全县蓬勃开展，对全县河、沟、渠进行了综合治理。经过

四十年的励精图治，取得了巨大成就，建成了较为完整的防洪、除涝、灌溉工

程体系，谱写了望都水利建设史上新篇章。

全县水利建设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

1949年至1956年，水利建设恢复阶段。水利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整理原有

工程。提高工程标准，并发动群众打井抗旱，增加水浇地面积达50％。

1957年至1965年，大规模进行水利建设阶段。

从1957年开始，在县委的领导下，全县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运动。打

井抗旱，在九龙河上锥自流泉，建平原水库。到1958年建成平原水库l 1座。

由于缺乏经验，盲目蓄水灌溉，有灌无排，造成土地返碱，洼碱地由建国初期

的3．7万亩发展到1961年的22．429万亩，其中盐碱地19．34万亩，粮食亩产由

1956年的367斤下降到1961年的221斤。

1962年省委总结过去的教训，提出：“防治并重，统一规划，因地制宜，以

水为纲，综合治理，依靠群众，科学指导"的水利建设方针。望都县委、政府提

出：以除涝治碱为主，结合搞好抗旱工程，治标治本相结合，先易后难，科学

指导，发动群众综合治理。

1963年8月3日至9日，望都县连降七天七夜暴雨。降雨量达l 104毫米，

径流量为6．26亿立方米。全县一片汪洋，平地水深达0．67--2．33米，交通中

断，房屋倒塌，11月2日县人委成立了恢复水利工程指挥部。领导全县人民抗

灾夺丰收。为治理海河流域水灾，毛泽东主席于1963年11月17日发出：“一定

要根治海河”的伟大号召。按照省全面规划，综合治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精

神”。年内望都县委、县人委领导全县人民对望都县的水利设施进行了综合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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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

1963年冬至1964年春，共疏浚河道四条，开挖沟渠十六条，每天出动劳力

1．6万个，完成土方103．95万立方米。

1964年大栗家村大搞平整土地，实行畦灌、沟灌，开始采取节水灌溉措

施。1968年在水利和电力部门的帮助下，侯陀大队开始进行机电改革，到七十

年代初，已基本形成了侯陀经验的雏形。

从1966年到1980年，全县对排涝河道进行了大规模治理，并出动大量民

工支援外地水利建设。

这个阶段，对全县六河七沟进行了综合治理，并重点治理了七个洼片。从

1974年开始进行垄沟防渗，取得成功。1978年3月被水电部命名为“全国水利

管理标兵。”到1981年全县有地上防渗垄沟12．76万米。望都县从‘1980年开始在

大队统管的基础上实行机井承包责任制，在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

逐步完善提高。

望都县人民在县内大搞水利建设的同时，早于1952年就开始派出管理人员

和技术员，民工支援外地水利建设，从修建水库到挖河筑堤，转战南北，到

1980年的28年中，据不完全统计，共投工647万个，完成土石方1015万方，

望都人民用辛勤的汗水乃至生命为祖国的水利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1981年以后，由于连年干旱少雨，水资源开始出现紧张局面，全县开展

了以节水灌溉为中心的水利建设，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管理上来。望都县农田

灌溉以利用地下水为主，井灌面积32．042万亩，占灌溉面积的93．4％。由于水

资源日趋紧张，节水灌溉也日益重要，，从1983年10月开始对全县机井进行了

测试和改造，提高了机井的装置效率，降低了能源消耗。

1986年，受水利部农水司委托，由河北省水利厅主持，保定地区水利局和．

望都县水利局共同承担，在望都县西堤、白岳、黑堡三个乡搞井灌区节水节能

技术改造试点。该项目到1989年底基本完工。并于1990年6月通过了部级鉴

定，专家组验收意见为：工程质量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其中机井测改和工程

运行管理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同年该项目获水利厅科技进步二等奖，省科委

科技进步三等奖。该课题组被地委、地区行署命名为1990年度知识分子先进集

体，同年全县水利建设获省海河杯二等奖。

1989年，望都县又提出了在三年内实现水利“五化’’，即：机井建管规范

化；农田灌溉防渗化；排蓄沟渠网络化；方田路林规格化j土地耕作园田化。

该工程项目于1991年1月通过了专家论证。并于三月份下达了以水利五化为建

设内容的“高产节水标准示范区试验研究与推广”课题，经过三年的实施，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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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于1992年底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各项规划工程项目。五化面积达3l万亩。

1991年及1992年，连续两年获省海河杯一等奖。1992年12月8日通过了省级

验收，该项目获省水利厅科技进步一等奖，省科委三等奖。1993年望都县又获

河北省水利基础产业海河杯竞赛二等奖。 ．

建国四十年，望都县水利建设迅速发展，从主干河道的整修，渠道的开

挖，到台条田建设，低洼盐碱治理。从打井抗旱，三干渠扩建到井、田、路、

林、沟综合治理，全县水利建设总投资1321．35万元，其中国家投资609．35万

元，自筹资金712万元。扩宽竣深河流三条，总长为39．84公里，开挖支沟243

条，全长为331．16公里，挖斗沟2305条，总长为510公里。形成了一整套防洪

排涝系统，控制面积334．7平方公里，排水能力达736立方米每秒，建成三干渠

一条，全长28．75公里，分干渠三条，全长35．4公里。根治盐碱地19．34万亩，

占盐碱地面积的100％。在十年一遇的标准下不发生洪涝和盐碱。治理旱涝面积

34．17万亩，占旱涝面积的100％，到1989年底，全县有机井2582眼，地上防

渗垄沟50．22万米。全县34．17万亩耕地全部得到灌溉。全县耕地面积1949年

为41．79万亩，到1989年减少到34．17万亩，粮食亩产由1949年的174斤增加

到1989年的888斤。粮食总产由1949年72．7l万斤增加到1989年的30342．96

‘。万斤，农副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618．1万元增加到1989年的13100万元，人均

增加539．1元。如按水利分摊系数0．5计，水利效益达6531．5万元。

建国四十年来望都县水利建设成效表明，水利不仅是农业的命脉，而且是

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水是绿洲，又是猛兽。水利工作搞的好，就会促进经济

建设发展。反之则遭受重大损失。

， 回顾四十年来水利建设的经验教训，一是必须统一规划，综合治理，否则

就会顾此失彼。1958年修建平原水库造成土地盐碱就是一例。二是要重视工程

的管理工作。近几年来由于生产形式的改变，舌一度放松了工程管理，使水利

工程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效益，一些水利设施甚至遭到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水利工作的重点逐渐转移到管理上来，法制建设日臻完善。近年“五

化”建设就是建管并重的一个典范。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水利建设功

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意义也已被人们所认识，水利工作任重道远，要坚持深化

改革，加强管理，发挥水利工程应有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全县经济腾飞

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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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49年

年初，成立了农建科，科长张振邦。

5月，。冬春雨雪稀少，县委发出以抗旱播种为重点的紧急指示。

7—8月，望都县自7月份以来阴雨连绵，河水暴涨，甚至漫溢，沿河大部

’分庄稼被冲，地势较洼地区平地水深数尺。受灾村40个，7303户，人口3．53

万人，土地25．13万亩，县委主要领导亲自带领机关干部下乡、组织群众抗洪救

灾。

8月14日，因水灾秋收无望，县政府发出《关于战胜水灾开展生产节约的

指示》。 ·

10月1日，垒县有水浇地16．83万亩，水井7230眼，水车2768辆。

lO月6日，16时许，风雨交加，四、五区落雨，一、二、三区下冰雹，雹

粒小如红枣，大如核桃，历时十五分至一个小时不等，严重者冰雹二寸厚，受

冰雹灾害的共有25个村，面积8．29万亩，涉及5439户，2．65万人，减产

50％。南韩庄、柳絮、贾村等十一个村最为严重。

12月，全县贷购水车446辆，群众自购水车176辆，修水车215辆，新增

砖井57眼，修水井188眼。 ·

．

’

1950年 ，，

8月19日，为解决望都、清苑两县排水矛盾，省政府防汛指挥部杜竞一，

代良三，专署一人，清苑县委办一人，政府秘书一人，望都县农建科长张振

邦，三区曹进才共七人，亲自到唐河进行勘察，提出了初步意见。

1951年

5月，春旱，县政府组织全县共贷购水车l 126辆，自购12辆，自打井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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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锥井167眼。

9月20日，天旱无雨，加之虫灾和风灾，有5．7万余亩作物收成无望，有

6．8万亩只收三成，县委组织人民生产自救，共发放救济粮12．28万斤。

1952年

年初，王友德任望都县农建科科长。

3月2日，水利情况统计：全县三个区180个村共有土地52．12万亩，有

大、小水井9360眼，水车6118辆。
‘

．10月23日，，全县统计共有土地52．18万亩，内有水浇地24．10万亩，有砖

．井7672眼，水车5788辆。
●

1953年
，

1月25日，在沈家庄召开了锥井技术培训现场会，历时15天，参加人数

10人，结业前实习锥井一眼。

4月，在西任町村西北，用人工花架打成望都县第一眼机械提水的机井，井

：深32米，下木管。 a

7月至8月中旬，阴雨连绵，全县土地不同程度地受了灾，其中绝收的有

8214亩，房屋倒塌2533间。 ．

～

1954年 ：

。

，

5月22日，中央水利部派员来望都县，了解望都县水文地质情况。

6月，入夏以来，连遭暴雨风雹，受灾的35个乡，145个村，倒塌房屋

4．07万间，淹没土地24．28万亩。

9月7日，专署拨款抢修京汉公路九龙口、齐庄木桥二座，并将满城大赛三

座木桥移置辛街。 ．

1953年至1954年，望都县共打井8497眼，锥井l 158眼，推售水车6812

辆，扩大浇地面积22．12万亩，1954年挖排水沟40余条，使3万亩庄稼的沥水

排出，同时，改良土壤翻地2112亩，拉垫土32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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