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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水是生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素，是人类的一项巨大财富，它同人们的社

会生产、社会生活紧密相连，互为作用。世界著名的大江大河多被誉为民族发展的

摇篮。历代政权的存亡，民族的兴衰枯荣，莫不与水利直接相关；水利的兴废对朝代

的兴替或战乱相因陈。因之，水利史是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兴修水利是历代

治国安邦的大计。南通滨江临海，千百年来以水为命，祖祖辈辈有着悠久的治水历

史，并在治水过程中创造和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特别是建国以来，在各级党组织

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兴修了大量农田水利，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抗

御洪、涝、旱、渍、台等自然灾害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解放初期易涝、

易旱、低产面貌，促进工农业生产持续增长，给南通市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人民

生活条件的改善带来了巨大效益。水利发展到今天已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正

向着建设、管理、开发、经营、服务一体化发展。随着改革的深化，水利战线必将以新

的面貌出现，对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工业、港口、交通运输事业，以至城乡建设，构筑

江海平原富饶锦绣的蓝图，越发显示其重要性，必将发挥出更大的综合经济社会效

益。

《南通市水利志>本着“详今略古，统合古今”的原则，实事求是地把南通市的水

利事业记载下来，是一部社会主义新水利志。总结过去，启示现在，教育后代，对社

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南通人民既为过去的水利工作谱写了光荣的一页，在今天，必将随着进一步改

革开放，写出更加壮丽的治水新篇。

1991年1月23日

注：作者为张謇研究中心干事会会长。作序时任中共南通市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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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存真求实”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南通市水利事业。

二、本志记事断限，上限尽可能追溯到南通水利之始，下限截止于1990年。大

事记延伸至1991年。本着“详今略古，统合今古”和“古为今用”的原则，取事重点放

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三、本志横排竖写，纵横结合。设概述于全志之首，为全志之纲；设大事记于概

述之后，为全志之经。正文设篇、章、节、目。在每一篇、章、节之前，有的根据具体情

况设简短的前言。

四、本志以志为主体，全志设13篇，“序、凡例”设于卷首，辅以记、图、表、录。

五、本志记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依当时历史年号并用括号注明公元

纪年。

六、“解放前”、“解放后”的时间界限是以1949年2月2日南通城解放为界。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称“新中国成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称“新中国成立

后”。

七、本志所及高程，采用“废黄河零点”。凡采用“吴淞零点”高程者均予注明。

八、本志资料，历史部分多录自历代史志文献，近代内容主要录自档案材料。为

节省篇幅，不再注明出处。

九、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务院1994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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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位于江苏省东南部长江口北侧，东临黄海，南倚长江。是中国对外开放14个沿海城

市之一，也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下辖海安、如皋、如东、南通、

海门、启东等六县(市)和城区、郊区二个区。总人口775万人，总面积9141．44平方公里，其中

陆地面积8498．58平方公里，长江水域642．86平方公里，全市水面积858平方公里，占陆地面

积的10．1％。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面高程一般在5．5米～2．5米(废黄河零点，以下同)。地理

位置：北纬3r41’06”～32。42’44”，东经120。11’47”～121。54’33”，属亚热带气候，日照2100～

2200小时，幅射量110～117千卡／平方厘米。年平均气温在14．6～15．1℃。全年稳定在O'C

以上日数有330--345天，总积温5300--5500‘C，无霜期达212～235天。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1065．8毫米。常年主导风向东南，平均风速3．1米／秒左右。

南通市成陆较晚。最早的海安地区，汉代属海陵县地。南北朝时南通市区的前身胡逗洲已

在长江口形成；到隋唐之间，胡逗洲和东边的南布渊等几块沙洲合并，如东古沙(扶海洲)与大

陆相连接；唐末到五代胡逗洲与北岸嘴并接。11世纪中叶，通州东部海门境内东洲、布洲等沙

洲，渐渐与通州东境连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通州以东海门厅形成以后。今启东境内的杨

家沙等13个沙洲，纷纷形成，并陆续与北岸并接，形成今日的江海平原。

南通具有滨江临海的优势，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独特的有利因素。但多少年来，洪水、海

潮、台风频繁袭击，使千家万户家破人亡。历代劳动人民为了抗洪灾、求生存，与洪水灾害进行

了长期斗争。兴修了不少防洪抗灾的水利工程。公元前179年至前141年之间，汉代吴王刘濞

开凿通扬运河为最早。北宋天圣间(1024--1028)范仲淹修了捍海堰，俗称范公堤。北宋宝元问

(1038--1039)通州判任建中在通州西筑了一条长20里的堤防，是南通最早的江堤之一。北宋

至和问(1054--1055)海门知府沈起将海堤从余西修筑到吕四，俗称沈公堤。宋代开始在沿海围

垦，兴修农田水利。元代至元间(1279--1294)建黄泥山以西临江古闸——通济闸，“以通漕运”

为最早；其次是明永乐二十年(1422)通州知州郑重于州西十五里，石闸唐家坝，是唐家闸的肇

始。明成化二十年(1484)在通州西建涵洞15所，嗣后逐渐增建至72所。以后在沿江、沿海新垦

地上兴修不少农田水利设施，从明中叶的“总田”、“头田”、“明田”，清初的“甲田”、“窕田”，发展

到民国初年的“公司田”。民国以来，在南通、如皋、海门等地兴建了冠以“东渐”的四闸和冠以

“西被”的三闸四涵；还有九门闸、七门闸等大中型水利工程。在沿江南通城郊修建水楗18座。

以制止坍江。

到解放前夕，这些水利工程由于长期失修。港口淤塞。水闸泄量小，江海堤防矮小单薄、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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疮百孔、支离破碎。护岸水楗没入江中2座、损坏4座。沿江港汊分散。内地水系紊乱，河沟淤

浅。港支圩堤纵横交错，防洪战线长。汛期一遇台风高潮，堤防经常缺口，农田受淹，人民生命财

产无保障。洪、涝、旱、渍、风、潮、卤、淤等自然灾害，频繁交替发生。据南通地方史乘记载：自宋

太平兴国四年(979)至民国37年(1948)970年间，发生大的水旱灾害达311次，平均3．1年发

生一次，其中涝灾36次，旱灾87次，洪灾98次，潮灾90次。大灾之年往往一片汪洋，尸漂遍

野；或是赤地千里，锇殍载道。

1949--1953年，面对南通滨江临海的地理位置，确定首先集中力量，抢险复堤，打好防洪

这一仗。由于防洪战线长，堤防矮小年久失修，1949年7月25日至26日6号台风袭击，台风、

高潮、暴雨一齐来，天生港潮位5．38米(吴淞基面)。全区江、海、港、支、圩堤破缺697处(江堤

179处，海堤16处，港支圩堤502处)，其中南通市区沿江圩堤冲破20处；南通县海堤决口4

处，江堤破缺16处，港支堤24条全部遭到破坏；如皋县江堤破缺40多处；海门县江堤决口

117处；启东县江堤决口18处，港支圩堤决口458处。江海干堤遭受严重损失．被毁房屋26．09

万间，被淹被砸致死者246入，致伤者126人，约有50万人无处安身，断炊者达150万人。于是

采取以工代赈办法，兴修水利，增强抗灾能力．从1949年10月至1950年2月发动民工70万

人，对江、海、港、圩堤650公里，进行复堤加固，共做土方473．49万立方米；还开挖河沟做土方

1021．28万立方米。总计受益田亩达411．08万亩。三年恢复时期，重点抓了江海堤的培修、复

堤和险工地段的退堤等防洪工程，完成土方0．53亿立方米，从而提高了防洪挡潮的能力，堤不

决口，海潮不再倒灌，确保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解除了洪潮对农业生产的威胁，为恢复和发

展农业生产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防洪问题初步解决以后，1954w1957年，内涝问题逐步突出，成为治水的主要矛盾。1954

年7月特大暴雨，江淮并涨，洪涝并发，全区受涝面积达343．7万亩。为确保里下河九县免遭水

灾，决定控制通扬运河高水不往北流，由海安县组织4万民工，将通扬公路沿线的涵闸全部堵

闭，日夜抢筑60多华里的圩堤。海安、如东、如皋等县成为蓄洪区，雨水遍地漫流。涝情以木并茶

运河流域最为严重。全区发动50万千群突击排涝。由于排水无出路，不得已在小潮汛时，冒险

开海堤22处，其中较大的有倒口子等6处，突击排涝。为紧急排除通扬运河以南积水，又在南

通市区云台山到江边开挖新河一条，上游与通扬运河相连，并筑有滚水坝，下接在老九圩港东

边江岸。整个排涝至8月才告一段落。与此同时，沿江一带的市区及南通、海门、启东等县港汉

多，无建筑物控制，河水随潮涨落，咸潮危害农作物。针对这一情况，从1954年冬开始，大力兴

办排涝工程，在沿江抓住并港建闸，把86个港汊并成25个水闸。并在末并茶运河流域疏浚开挖

本并茶运河及其支河南凌河、北凌河等工程，还在通扬运河以南地区重点疏浚焦港、青萍港、司马

港等工程。同时兴建排涝入海的主体工程小洋口闸，排涝入江的焦港闸、丝渔闸。扩大了排水出

路，初步解决排涝、排咸问题，共完成土方1．54亿立方米。为促进农业发展，提供了条件，农业

产量开始逐步有所上升。

1958--1960年随着内涝得到初步治理，灌溉用水又上升为主要矛盾。南通解放前沿江只

有西被闸、陆洪闸、周圩闸、利民闸等几座引水小闸。引水能力很差，淮水从通扬运河送来也只

有十几个流量，灌溉用水主要靠内部河沟蓄水，但沟塘浅小，蓄量极微；一遇干旱，缺水矛盾十

分突出。因此从1958年至1960年三年期间，开始向长江要水，辟地开河．引江灌溉。先后出动

88万人次。开挖了九圩港、通吕运河等7条引江干河。从江边打开了5个口门，建成九圩港闸、

南通节制闸，以及碾砣港闸、营船港闸，连同1957年建成的焦港闸，完成土方6．36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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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引江灌溉，在引、排、降、蓄能力方面都得到提高，使水利面貌有了大的改观。从而经受

1959年60多天没有下雨的考验，江水滔滔不绝送到黄海边，保证农作物正常灌溉。如东县群

众说：“看到稻子黄，想起九圩港，吃了白米饭，不忘共产党。”1960年8月初遭到历史上罕有的

大暴雨。暴雨中心在如东潮桥，3l小时降雨934毫米。不少地区三天雨量达到五六百毫米，三

至七天积水全部排除。

1961m1976年在引排骨干工程基本形成以后的1960年冬。开始贯彻执行中央对国民经

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已建工程的基础上进行巩固提高，也由于1959年的干

旱。1960年的大涝，群众对治水要求愈加迫切。而且要求从过去“保命”、“保安全”提高到保产、

增产、改善生活，进行有计划的以续建配套为中心的水利建设，使“大跃进”期间施工的工程得

以逐步发挥效益。60年代中期在“小型为主，全面配套，狠抓管理，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的

治水方针指导下，全区农田水利建设进一步深入发展。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经过调

整、配套，刚刚兴起好的水利建设形势。一度陷于停滞。但由于当时连年发生洪涝旱灾害，干部

群众发展生产迫切要求，激发了治水积极性。使全区水利建设在动乱中继续得到发展。1970年

“全国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后，鉴于大型干河兴修已有十年，有的已经淤浅，有的标准偏低。于

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继续疏浚整治骨干河道。如通扬运河、焦港、遥望港、通吕运河、新江海

河、通启河等，做到每年冬春千一条河，动员民工8～33万人。突击一个月．完成土方500～

2000万立方米，当年工程，当年受益，当年配套。一方面以大型河道为骨干生长枝叶，全面改造

内部老河网；另一方面进行以农田基本建设为中心，以小型为主，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综合治

理，开沟筑渠，修圩建闸，积极搞好农田水利配套，形成新的引排水系。进行高产、稳产、旱涝保

收农田的建设，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18年中，共完成土方20．90亿立方米。

从1979年至1990年，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结合南通的实际，重新认识水利在国民经

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把水利改革放在首位。采取一系列有利于水利建设事业发展的方针、

政策、措施，按照“加强经营管理，讲究经济效益”的方针，转入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

来，加强水利改革，加强管理，加强法制建设，抓住“两个支柱”(综合经营和水费征收)“一把钥

匙”(经营管理责任制)，采取分级建设、分级管理、分级负担政策，多方集资。增加投入，加快水

利建设步伐，充分发挥现有工程综合效益，积极开发综合经营，推广运用新施工技术，使水利工

作出现新局面。十二年来共完成土方10．13亿立方米，平整土地110．2万亩，配套建筑物

11．16万座，疏浚大、中、小沟50．3万条次。和1978年相比，机电马力增加9．55万千瓦，有效

灌溉面积增加12．49万亩，保证灌溉面积增加9．24万亩，改良盐碱地面积增加16．08万亩，配

套面积增加147．58万亩，旱涝保收农田增加136．07万亩。又进一步加强了工程管理，讲究经

济效益，在管好用好工程的前提下，安全、效益、综合经营三大任务一起抓，利用水土资源，开展

综合经营。全市46个堤、闸管理单位。逐步走上了自给的道路，年总收入达1012．2万元。年利

润达131．20万元。全市274个乡镇水利站年总产值达2595万元，年利润245．10万元。十二年

来是取得不少成绩，但由于各方投入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水利建设的工程效益。

四十多年来，南通的广大干部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战江海平原，兴修了大量水

利工程，取得了很大成绩。1949--1990年共完成土方39．5亿立方米，修建江、海、洲堤487公

里，开挖疏浚九圩港、通吕运河、通启河、新江海河、如海运河、焦港、如泰运河、束并茶运河等12

条骨干河道，中小河沟17．08万条。兴建通江通海水闸如：九圩港闸、南通节制闸、新江海河闸、

小洋口闸、碾砣港闸、北凌新闸、掘苴河闸、东安闸、遥望港闸、大漾港闸、塘芦港新闸等67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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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孔宽1080米，为解放前水闸孔径的6倍。还兴建配套建筑物32．4万座，发展机电排灌溉动

力30．61万千瓦(合41．63万马力)。沿海围垦42．47万亩，沿江围垦34．42万亩。水利投资达

7．64亿元。

水利建设事业发展到今天，已从单项治理发展到全面治理；从单一防治水旱灾害发展到多

目标开发水资源；从仅为农业服务发展到为整个国民经济服务。在农业区划的基础上，水利工

程设施每年提供工业用水2．69亿立方米，城乡人民生活用水2．51亿立方米。水利工程还结合

造林、筑路、航运、灭螺、多种经营等事业发展。营造防风林带411公里，挖建鱼池22．7万亩；河

道结合通航3500多公里，兴建鱼道6座，机耕路14383公里，灭钉螺8771万平方米。机电排灌

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机械化和农村电气化。

农田水利建设基本做到河成、堤成、渠成、路成、绿化成，逐步做到河网、渠网、路网、林网，

一气呵成。一个洪、涝、旱、咸综合治理，水利、航运、水产、造林综合利用，大、中、小工程相结合，

能挡、能排、能引、能蓄、能控的新水系初步形成。在全市范围内初步建立了四套水利工程体系，

即是：以487公里的江、海、洲堤和645公里的里下河圩堤为主体的防洪工程体系；以67座沿

江、沿海水闸，105条二级河及200多座中小水闸为骨干的防涝工程体系；以九圩港、南通港等

6个引水口门，九圩港、通吕运河等12条干河，12337座电灌站，1729台喷灌机构成的防旱工

程体系；以密如蛛网的田间一套沟，15．80万条丰产沟，32．4万座小型涵闸以及地下暗管、暗墒

为基础的防渍工程体系。

这四套工程体系有机结合，增强了抗灾能力，先后战胜了12个旱年、14个涝年以及5个

旱涝交替年份的灾害，保障了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特别是抗御了1960年特大暴雨、1974年

高潮、1978年的大干旱和1981年的强台风暴潮，显示了水利工程的巨大作用和效益。全市

706．7万亩耕地中有效灌溉面积由解放初期的11．9万亩，增加到672．2万亩，其中保证灌溉

面积609．66万亩。解放初期有低洼易涝面积709万亩，现已治理680．1万亩；盐碱地解放初期

有128．5万亩。现已改良了121．1万亩。原有高低不平的土地641万亩，现已平整499万亩，并

已建成旱涝保收农田521．47万亩。

水利建设是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又是一个改造自然的壮举。积四十多年正反两方面

的经验，深深体会到在与自然灾害作斗争中，既要有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又要有实事求是的

科学态度。在实践中按唯物辩证法，努力探索治水规律，才能把水害化为水利，取得最大效益。

从治水过程来看，解放四十多年来，水利建设治水路子对头、措施得力。基本上按照客观规

律办事，没有走大弯路。水利事业是不断前进的。在四十多年坚持不懈的治水实践中，逐步探索

一条比较符合南通实际的比较正确的路子。主要利用南通南倚长江引水有来源，环绕江海排水

有出路，并港建闸筑堤挡得住，内部河沟成网排得快，遍地机电灌溉灌得上。江海冲积平原地势

平坦还有一定水利基础的优势；克服自然气候多变，水情雨情多变而带来的水旱灾害，这是广

大干群不断摸索和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通过调查研究、科学分析，不断探索实践、总结的

结果。

治水是人类和自然作斗争，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不会穷尽，人们对自然的改造也不会一劳永

逸。但是，现阶段在水利上潜伏着不可忽视的隐患，从近几年旱涝及台风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看，

现有水利设施还只能抗御一般的自然灾害，只是为除害兴利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目前这些

设施老化失修，日趋严重，对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大。存在问题主要是“淤、险、

老、破、缺”，即：水利骨干工程新增能力很少，现有港口、河道淤积严重，引排能力大大降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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