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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 一

水的利害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纵观中华民族的发展

史，水利活动始终贯穿于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沧县的水利事业在

沧县的发展史上更显得尤为重要o《沧县水利志》作为一方水利事业之

全史，较为系统地记述了四千余年的治水过程、成就和经验教训，为后

人提供了宝贵的财富。它的问世，实为我县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沧县地处渤海之滨，素有“九河下梢"之称，历来是受旱、涝、碱危害
■．

的重灾之域。从大禹治水，到水利成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今天，在四

千余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沧县人民从未停止过同旱、涝、碱灾害的斗

争。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

下，沧县人民不畏艰难，大打水利建设翻身仗，涌现出一幕幕壮观的水

利建设场面和一件件可歌可颂的动人事迹。经过4D余年艰苦奋斗，境

内现已河渠纵横成网，井塘星罗棋布，形成了较完整的行洪、排沥、蓄

水、灌溉体系，旱、涝、碱灾害得到了有效地控制和治理。水利事业的发

展，促进了境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林、牧、渔、乡镇企业呈现出一派兴

旺发达景象，城乡人民生产和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也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我们应当看到，随着工

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对水的需求越

来越大。水资源的严重匮乏，已成为制约沧县经济发展的“瓶颈”o沧

县作为农业大县和沿海开放县，不解决水的问题，经济不可能有大的发

展。今后的水利建设任务依然艰巨，诸如水资源匮乏，工程老化失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一

效益衰减--rr问题还需亟待解决。这部志书，资料翔实，记述全面，图文

并茂，雅俗共赏，有着重要的资政、教化、存史作用。希望全县的水利工

作者和关心水利事业的人们都要认真读一读这部志书，了解一下沧县

水利建设的过去和现在，以便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开创水利建设的新

局面。

宋洪喜 戴云利

1995年J2月25日

【宋洪喜：中共沧县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戴云利：沧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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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序 二

沧县水利局是从1987年开始修志的，由于种种原因，修志工作半

途而止。1994年恢复修志以来，编写工作人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争时间，抢速度，使修志工作进展很快。在编写过程中，主编者每天

伏案工作十余小时，牺牲了个人许多休息时间，滴滴心血和汗水，浸透

于志书的字里行间。目睹修志之艰辛，始知志书来之不易。可喜的是'．

《沧县水利志》经过编修人员夜以继日地努力，辛勤笔耕，终于杀青，即

将付梓出版，甚是令人欣慰。读罢志稿，倍感亲切，愿为作序，以表心

情。

历史上的沧县之域是一个苦海沿边，发配犯人的地方。新中国成

立前，境内河道窄浅，堤防低矮单薄，水利建设的许多方面还只是一片

空白。每遇大水，便河水泛滥，稼舍尽淹；每遇大旱，便“赤地千里’’；“雨

天水汪汪，晴天白茫茫"。这些情景，历代史、志都不乏记载。新中国成

立后，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开展了前所未有的群众性大规模水利建设，

数十年坚持不懈，水利成就斐然。把境内有史以来劳动人民的治水活

动和成绩，全面而系统地记录下来，存史资政，教化育人，很有必要。但

沧县历代没有这样的水利志书o《沧县水利志》，．是这样一部通古贯今、

详细记述境内各个历史时期水利事业发展过程和揭示旱涝碱灾害发生

特点与发展规律的首部水利专志。

这部志书，以翔实可靠的资料，简炼通俗的语言，博采精取，秉笔直

书，反映了时代精神风貌和地方特色，体现了社会主义时代新编志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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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一——————————————————————————————————————————————一
要求。志书以新的观点，重点讴歌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全县人民战天斗地，奋发图强搞水利的壮举，总结了水利建设

中的成败得失与经验教训。相信它的出版，会给今后的水利建设提供

有益的借鉴，给沧县的经济腾飞带来促进作用。

高德广 施坤俊

1995年l 2 R l 5 B

【高德广：沧县黄递铺人，1969年参加工作，1992年1 1月调．任县水利局副局长，现任水利

局党组书记、局长】

【施坤俊：现任县水利局副局长、总工程师，简历详见本志第十四章《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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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例

一、《沧县水利志》的编写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运用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本着“存真求实、详今略古”的原则，力求体现地方

特色和专业特点，充分反映有史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县水利事

业的历史风貌和变迁。

二、本志卷首设序、图片、凡例、概述、大事记；正文共1 6章58节，包括河渠

洼淀、水资源、水旱灾害、抗灾、河渠治理、除涝治碱、灌溉、非农业用水、水工建筑

物、水利管理、基础工作、边界水利、机构、人物、艺文、杂记；卷末设附录、编后记。

三、因本志为沦县第一部水利专志，故上限追溯事物的发端，下限止于1 992

年。个别事件为保持连续性，延至搁笔为止。地域范围以1 992年行政区划为

准，个别事件为保持完整性，超越范围记述。专业范围以记述水利事物为主，介于

水利与其它行业间的事物，从水利角度略记。

四、志书采用序、述、志、纪、考、图、表、录八种体裁，以志为主，其它为辅，图表

穿插其中。除“序”和“概述”外，其它章节均采用记述体的写法，叙而不论，寓褒贬

于记述的事实之中。 一

五、本志古、近代资料主要来源于历代史志典籍；当代资料主要来源于沧县档

案局、县水利局资料室，以及有关的图书、报刊和统计资料。

凡采用沦县档案局、水利局、统计局、交通局以及沦州地区气象局、水利局、水

文站的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六、志书中除历代碑文、诗词和引用文忠实于原著外，各章均采用现代语体

文。凡引用古文，一律进行断句加标点，并使用国务院1 956年批准颁布的《第二

次汉字简化方案总表》中的字。

七、数字用法，采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部门1 986年1 2月30日

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中的写法。

八、计量单位，古、近代使用当时的计量单位；当代采用国务院1 984年颁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特殊情况下仍使用当时的计量单位o．

九、志书中所用海拔高程系黄海基准高程，个别采用大沽基准高程者加注。

十、清代以前，以朝代、年号纪年，加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时期使用民国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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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使用公元纪年。

出现的古地名、历代政府机构名称，均沿用原来的称谓，古地名必

今名一律使用沦县地名办公室1 983年编制的《沧县地名资料汇

十二、凡文中简称“省委"、“地委”、“县委”、“党委’’、“党支部”的，均指中国共

产党所在地组织。凡称“省人委”、“省政府"、“省革委"、“地革委’’、“地区行署"、

“县入委"、“县革委’’、“县政府’’等，均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当地人民政府或派出

机构。“建国”系指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治海河"系指1 963年1 1月1 7日毛

泽东主席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发表以后，至1 980年海河流域大规模整治河道

的专用名词。其它．--q惯简称如“中共"系中国共产党，“运东”、“运西’’系沧县南运

河以东和以西地区，“孟村县”系孟村回族自治县。

凡文中第一次出现的上述名称，尽量用全称而不用简称。

十三、凡需注释的，如古地名、资料出处、解释等，字数少的在文中加注；字数

多的采用角注序号，在本页末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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