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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滏阳河水，源远流长，贯穿我市心腹地带，是邯郸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命脉，被

邯郸人民称之为幸福河、母亲河。

历史上，为治理开发滏阳河，邯郸人民曾付出过相当大的代价。但是，在封建

统治的漫长岁月里，由于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水患一直未能根除，有

限的水资源难以充分利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62年灌区实行统管以来，在

各级政府重视、支持下，灌区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不断

加强对灌区灌溉供水工程的改造建设和管理，使这个老灌区重新焕发了青春，农

田灌溉面积已由建国前的10多万亩发展到64．5万亩。特别是随着我市国民经济

的迅速发展，城市工业和居民生活用水问题日益突出，为了切实解决这一矛盾，在

市委、市政府直接领导下，市、县各级水利部门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及时了解用

水动态，科学编制供水方案，不断完善调水措施，从而较好地保证了邯郸钢铁总

厂、邯钢化肥厂、马头洗选厂、马头发电厂、邯郸热电厂、邯郸铁路、邯郸纺织公司

以及邯郸市自来水厂等大中型企业生产的正常供水。由此，滏阳河也实现了以农

业灌溉为主向为城市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供水为主的功能性转变。从1978年到

1996年18年间，通过滏阳河向邯郸市输供水累计达37．97亿立方米，在我市经济

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支柱作用。

以志为鉴，回眸历史，总结经验，指导实践。《滏阳河灌区志》真实记载了滏阳

河灌区的古代文明，建国后灌区人民大力加强灌区建设与管理促进灌区发展的创

业历程，以及在滏阳河建管过程中的挫折和教训，给人诸多启示。《滏阳河灌区志》

在编写过程中，编辑人员在本部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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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人手少、历史档案资料散失，修志经验不足等困难，矢志不移，笔耕不辍，终于

编纂出这部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图文并茂的《滏阳河灌区志》。这本志书的问世，

结束了滏阳河灌区500年来无志的历史。她必将为该灌区存史、为各级领导资政

以及教化后代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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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指导思想。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全面真实地反映滏阳河灌区的历史与

现状，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内容编排。本志首设概述，总摄全志，次为大事记，勾勒历史脉络，其后依次

为：自然条件、水资源、灌区规划、灌区工程、灌区管理、灌区科技、机构人物、灌区

艺文，末设附录，辑存重要资料。

3．时间断限。本志上限尽量追溯到有资料可稽之初，下限断至1990年，个别

事物延至搁笔时。

4．记述原则。本志为通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记事范围以1982年灌区“三

查三定"确定的范围为限，逾境不记；横排门类，纵记史实；除概述略加评点外，其

余均述而不论；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年。

5．体例运用。本志采用章节体，章下设节、目、子目几个层次；体裁采用述、记、

志、传、图、表、录等七种形式，以志为主体。
’

6．记述文体。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行文力求朴实、简练、流畅。

7．纪年方法。夏历和中国明代以前历史纪年，用朝代年号、用汉字，中华民国

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其后均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年用公元纪年。

8．数字用法。本志执行国家语文委员会等7个部门于1987年2月1日联合发

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9．计量单位。新中国成立前，遵旧制；新中国成立后，采用1994年国务院颁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之规定。

10．人物立传。本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古代治水人物，限于资料，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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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对9位当代人物作事迹简介。
’

11．简称使用。志文中，凡称“党”，专指中国共产党；“地委"、“党支部”，系指中

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县人委”、“公社"，即指相应的县、乡人民政府；“驻军"，指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国前”、“建国后"，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或后。

12．地名书写。建国后地名一律用标准名称；建国前地名与标准地名异用者，

均在括号内注明。人物则以事实发生时职务称呼。

13．资料来源。本志资料主要来自漳滏河灌溉管理处档案室，有部分取自有关

县县志、府志、县水利志、邯郸水利志，以及行署档案资料。

14．地面高程。本志采用黄海高程，特殊者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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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滏阳河属子牙河系南支，发源于太行山麓，邯郸市峰峰矿区神麇山下，主要由

黑龙洞、广胜、元宝、晋祠四泉群的72泉汇流而下，原与漳河合流，明成化十一年

(1475年)磁州通判张理征用民役，在磁县开河村开凿新河道，导滏水北流，使漳滏

分流，形成滏阳河河道雏形。流经磁县、邯郸、永年、曲周、鸡泽出境，在邯郸市境内

长165．141公里。该河在邯郸境内，有忙牛河、渚河、沁河、输元河、留垒河等5条主

要季节性支流汇入，流域面积2747．82平方公里。每逢大雨，这些支流一涌而下，往

往使滏阳河难以承受，常常发生灾害。
⋯

滏阳河水灌溉农田，早在元代即已开始，明代业已形成规模，明万历十五年

(1587年)开始到清顺治初50多年间，陆续建成州西、马头、罗城头、柳林、苏里、西

八闸等5座拦河闸和8座偏闸，引用滏阳河水进行灌溉。清光绪四年(1879年)和

民国24年(1935年)曾有两次较大的凿泉活动，每次凿泉，泉水畅旺，农田灌溉面

积大增。
、

滏阳河灌区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在解放前漫长的封建制度下，加之地主豪

绅把持统治，各自为政，争霸水权，使有限的水源不能充分利用，到建国前仅能浇

地10多万亩。
7

滏阳河水渊源流长，水质良好，清沏见底，且冬不结冰，在建国初期有8～12

个流量，既可航运，又能灌溉，因此，被人们称为“富民河’’。1

邯郸境内利用滏阳河水道发展航运，历史较长。 r：，

据文物考证，元代至正中期(1341"-'1468年)，该河已有了船运。据民国《邯郸

县志·河流条》载，“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邯郸县知县张梦辅令民疏之，以通舟

楫，滏阳之有舟始此"。据邯郸考古学家陈光唐先生在《滏阳河变迁与灌溉航运史

略》中写道，“滏阳河航运历史不会晚于明代”。滏阳河的船运，主要从事煤炭、陶

瓷、粮食及其他山杂货等。兴旺时，河上船只川流不息，河岸码头商旅络绎不绝，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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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于邯郸至天津之间。1976年，在磁县南开河村东的漳河、滏阳河汇流故道附近发

掘出元代6艘木船，船长16．6米，宽3米，有的烙有“彰德分省粮船”，但船上装的

却全是瓷器及生活用具。

在滏阳河担负水运期间，河沿岸曾多处建有水陆两用码头和物资集散中心，

如磁州的马头、邯郸的张庄桥、苏曹、冯村、苏里、永年的南桥，曲周的塔寺桥、城关

等。滏阳河水运出现后，磁州(现磁县)、峰峰、武安的煤炭、陶瓷等经该河运输到邯

郸的曲周、鸡泽，外地区的宁晋、冀县等，甚至运到天津进行交易。同时，天津产的

食盐及日用百货经滏阳河运至邯郸再散销各地。据民国《邯郸县志》记载，民国初，

邯郸一带产煤1．8亿斤，有一半是经滏阳河运销各地的。当时，邯郸县冯村一带，滏

阳河桥北有煤场七八家，把经火车运到黄粱梦的煤炭，再运到这些煤场，然后装船

运到永年、鸡泽、曲周等地销售。当时，这里的商人、运煤工、装卸工及船工，每天达

700多人。同时还建有旅店、饭馆、杂货铺及各种商店，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1906年京汉铁路通车后，滏阳河水运日趋衰退，并走向关闭。1937年，日本军

侵占邯郸，禁止民船运输，故航道失修，水运几乎停止。1946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解放区冀南行署成立了滏阳河河务局，在张庄桥建有造船厂，在马头建货

栈，为解放区运送大批生产、生活及军需物资。

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中国煤业建材公司在邯郸县黄粱梦车站西侧建立

经营处。不久又在苏里建立煤炭转运站占地10余亩，有职工10余人，负责煤炭水

运。1959年苏里煤炭转运站撤销。60年代中期，滏阳河水运停止。

．滏阳河灌区属冲积平原，海拔38～107米，灌区土壤多为沙壤土，年降雨一般

在400,----550毫米左右，多年平均气温13。C，年内气温变化明显，元月份最低平均

气温一2℃，极端气温一20℃；7月份最高平均气温26．3℃，最高气温42．6℃，无霜

期225天，农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棉花和水稻等，马头的大米、永年的大蒜、鸡

泽的辣椒，都闻名国内外。

滏阳河灌区处于亚温带季节气候区，是南北气候的过渡带，年际间丰水和枯

水极不平衡，年内降雨80％集中在7～9月份。灌区历年资料表明，十年九旱几成

规律，旱灾已成为危害农业生产的主要灾害。据水文资料记载，1920年、1921年和

1943年大旱，赤地千里，饿殍载道。灌区内洪涝灾害也相当严重，一年中有时先旱

后涝交替发生。自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至1948年的474年间，共发生洪涝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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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次。平均每三年一次，光绪二十年(1894年)广平府各县淫雨数月不晴，漳滏等

河涨发平地水深丈余，淹没田庐无算。建国后，先后于1956年、1963年邯郸发生特

大洪水，尽淹灌区农田。其中1963年8月2日至10日，邯郸市降雨量达1052毫

米，东武仕水库出现i970立方米每秒的特大洪峰，总水量达56亿立方米。东部各

县大部分平原水深1米左右，滏阳河决口370处，支漳河决口86处。灌区虽然具有

较好的地理位置和资源条件，但旱、涝灾害仍是灌区人民的两大祸患。

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滏阳河灌区的水利建设有了飞速发展。不

包括修建东武仕水库工程，据统计，自1945年邯郸解放至1990年45年来，国家投

资和灌区群众自筹资金达3468．74万元投入灌区建设，其中，国家投资2858．24万

元，灌区投资583万元，群众自筹27．5万元，先后开挖干渠16条，长313．89公里，

支渠65条，长206．5公里，斗渠434条，长345．1公里，修建斗渠以上建筑物2196

座，修建、改建200个流量以上的大型建筑物6座，40个流量以上的中型闸涵9

座，新开挖排水干渠14条，长166．10公里，排水支渠73条，长218．1公里，随后又

逐步对灌区工程进行了全面规划建设配套，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灌排体系，使灌

区初步达到旱能浇、涝能排的标准。

．1962年初，邯郸专署决定，将峰峰、西闸、马头、张庄桥、柳林、苏里、西八闸、莲

花口、黄口9个县管小灌区，上收交由专区统管的滏阳河灌区，下设9个分灌区，

经过查定，确定灌区工程控制面积为64．5万亩，成为邯郸境内第二个大型灌区。由

于加强了灌溉用水管理，灌区粮食平均亩产由建国前的100公斤左右上升到1990

年的366公斤，马头分灌区粮食亩产最高达到700公斤。全灌区农村社会总产值

比建国前增加40倍，粮食总产量比建国初期增长2．66倍。

回顾滏阳河灌区发展，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1949""1965年以防洪为主，全面修建防洪灌溉工程阶段：60年代前，滏阳

河9个分灌区分别归4个县管辖。滏南北渠(与峰峰矿区共同管理)、西闸、马头闸

灌区由磁县辖管；张庄桥、柳林闸、苏里三闸灌区由邯郸县辖管；西八闸、莲花口闸

由永年县辖管；黄口闸灌区归曲周县辖管。工程简陋，管理手段落后，加上各自为

政，相互争抢，造成大水漫灌，灌溉水严重浪费。

邯郸市防洪工程：1957年修建了张庄桥节制闸、支漳河入永年洼莲花口进洪

闸、借马庄泄水涵洞和黄粱梦泄洪闸，开挖了支漳河分洪道。又在滏阳河上游磁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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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修筑了高臾洼滞洪区，蓄水量255．7万立方米；在邯郸县境修筑了黄粱梦滞洪区

(蓄水量1506万立方米)；利用永年旧城修筑了缓洪工程永年洼(可蓄水2900万

立方米)。1957年开挖的支漳河分洪道，低水河槽可分洪200立方米每秒，1976年

动员民工对支漳河分洪道进行了扩建，加大支漳河泄洪能力，永年洼以下还开挖

了留垒河，设计过水能力为365立方米每秒。1959年在滏阳河上游修建了东武仕

水库(中型)，最大库容0．64亿立方米，1974年扩建后，库容达1．52亿立方米，是邯

郸地区继岳城水库之后第二个大型水库。

1962年灌区专管机构自上而下进行整顿，健全管理组织，成立了滏阳河管理

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讨论研究灌区重大事宜，建立了群众性的管理组织——干

渠委员会，设护渠员，并制定了滏阳河管理办法，为管好灌区奠定了基础。

1963年的特大洪水使灌区工程遭到严重破坏，当年10月即开始灌区工程的

恢复建设，经过一冬一春的奋战，于1964年5月底完成了滏阳河、支漳河、牛亡牛

河、沁河、永年洼、黄粱梦滞洪区的复堤堵口工程。灌区内完成干渠20条，长200

公里，支渠73条，长438公里，排水渠14条，长140公里的修复任务，建筑物改建、

重建、整修共计284座，恢复灌溉面积31．5万亩，完成工程量105万立方米，其中：

土方104．34万立方米，砖石方6765立方米，用工54．35万工日，投资73．27万元，

基本上恢复到水毁前的标准。

二、1966"--"1980年加强灌区管理阶段：修建了借马庄泄洪闸泄洪量365立方

米每秒，提高了泄洪能力，又相继进行了西闸、马头、柳林、西八闸、莲花口、黄口灌

区的工程配套，共计31．47万亩，以后重点转向工程、用水管理工作。

由于滏阳河流经邯郸市区，水质良好，从60年代开始，工业用水逐年增加，60

年代工业用水年均8566万立方米，70年代增加到12114．5万立方米。

三、80年代以后，实现由农业灌溉为主向为城市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供水为

主的功能性转变阶段：由于降水量逐年减少，泉水下降，工业用水和城市生活用水

的增加．使农业用水失去保证。特别是1978年以后，全年降雨量不足300毫米，泉

水下降到2个立方米每秒左右，给工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威胁。为解决工农业用水

矛盾，从1977年以后，采取了跨流域调水措施，以解决滏阳河水源之不足。自1977

年开始，从大跃峰渠调水至1990年，共调剂水量68837．6万立方米，1966～1990

年，从岳城水库调水120513．29万立方米，基本保证了邯郸市的工业生产和生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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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88"-'1990年，灌区管理体制实行招标承包管理经营机制阶段：1988年1

月14日，赵海森承包了漳滏河灌溉管理处的灌溉经营管理工作后，对灌区管理进

行了大胆的改革，采取了多种改革措施，如对各管理所实行层层承包；对机关机构

进行调整，实行定岗、定员、定任务、定指标、浮动工资、百分计奖，这些改革措施的

落实，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效益逐年提高，1988年水费收入1535．3万元，

1989年收入1777．07万元，1990年达到2295．3万元，支出1613．87／元，年创效益

681万元。灌区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绩，1988年至1990年曾先后被邯郸行署

授予“地区文明单位"，被水利部授予“全国先进灌区"称号。

滏阳河灌区建设和管理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仍存在以下问题值得注意：

1．滏阳河水严重污染急待治理。该河自60年代以后，滏阳河两岸工业飞速发

展，不但引用滏阳河水，而且还向滏阳河内排放污水，致使滏阳河水质污染严重，

给工农业生产和城市居民生活供水均造成严重威胁；滏阳河两岸垃圾堆积如山，

内侵严重，造成河床淤积抬高，缩小了断面，降低了排洪、输水标准；城区滏阳河两

岸违章建筑多，有的已建到河边，给滏阳河的管理造成了很大困难，应抓紧依法进

行整治。

2．克服重建轻管，加强灌区管理，在节水增效上下功夫。1966年以后，滏阳河

灌区搞了很多配套工程，这些工程建成后，由于管理不善，时间不长就遭到严重破

坏，严重地影响了农田灌溉，还造成水资源的大量浪费。

3．滏阳河灌区虽然历史较长，但灌区管理手段落后，特别是在用水管理上，还

没有通过试验找出自己的灌水定额、灌溉定额、渠系有效利用系数等几个主要的

灌溉依据，水量分配无科学计量手段，难以取得最优社会经济效益。

因此，滏阳河灌区应走科技兴水的道路，逐步使灌区管理走向科学化。今后，

必须加强节约用水、爱护水资源的宣传，增强水是生命源泉的观念。并依法强化对

滏阳河水资源的管理，贯彻合理开发，科学利用，节约用水，防治污染的原则，使这

条“母亲河"的有限水资源，最大限度地造福于邯郸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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