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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新编《灌云县水利志》，是灌云建置以来第一部水利

志书。她的出版问世，向社会奉献了一部弥足珍贵的地

方文献，在全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百

花园中绽开了一朵奇葩。可喜，可贺，可庆。

灌云县地处沂、沭、泗流域的最下游，是沂蒙山区的

洪水走廊。在解放前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封建制度

的束缚，外敌的入侵，战争的频仍，加之洪患肆虐，海潮倒

灌，灾荒不断，民不聊生。明光禄寺卿裴天韦占赋诗描绘了

这种惨状：“风瑟瑟，雨潇潇，爨烟寂寞两三朝。去年水涝

今年旱，官租私债何曾饶，身无完衣肌股露，日不再食形

容僬⋯⋯。”民国36年(1947年)夏，县境洪涝，所有农作

物悉告淹没。是年冬，国民党统治区的灌云县政府给省

政府的灾情报告称：“受灾人民始则捕捉鱼蟹，继则采食

草种，现时则率掘苻根以充饥，编织芦絮以蔽体⋯⋯全县

人民十之七八陷于断炊待毙之绝境，哀鸿遍野，饿殍载

道o”这正是旧时灌云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 新中国成立后，天变、地变、人也变。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灌云人民带着祖祖辈辈强烈的治水愿望，励精图

治，奋发图强，谱写出一首首壮丽的诗篇。新中国建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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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全力投入“导沂整沭”和建筑海堤，治服了洪、潮灾害；

，60年代，大搞河网化建设，兴建中小型配套建筑工程，缓

解了内涝；70年代，重点解决排灌分开，建闸控水，初步

形成排灌除害工程体系；80年代，实施管理、建设并重，

点、线、面配套管理，进一步搞好主要工程除害保险和维

修保养；90年代，在完成五灌河疏浚工程、烧香河北闸、

燕尾挡潮闸除险加固和善北地区水利控制工程的同时，

着手建设“三线一面”系统工程，即沂河沿线除涝降渍，西

部岗岭一线水土保持和引水灌溉工程，宁连路沿线低洼

，易涝地治理，全面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这些大

．规模的水利建设，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o

1997年全县粮食总产达74．9万吨，三麦单产达429公

斤，名列全省第一。小麦丰收计划获得农业部二等奖。

棉花单产连续两年获全省第一，进入全国棉花生产20

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全县人民正在发扬“艰苦奋斗，

乐于奉献，团结拼搏，争创一流”的治水精神，努力实现水

利建设标准化、工程管理科学化、水利经济集约化、防汛

调度自动化。

编史修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是继往开来

的历史工作。哲人有言：“欲知大道，必先知史”，这不单

是传统修志的本源，更是时代的呼唤，人民的期望，资政

的需要。尤其是历史进入80年代后，随着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的深人贯彻，改革开放不断扩

大，我县已跃入新中国建立后最好的经济建设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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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描物华，绘天宝，歌人杰，颂地灵，可昭示当代，可启迪

后人，她不仅是一部教科书，也是一部典籍式的“工具

书”0《灌云县水利志》的发行，对于认识灌云、研究灌云、

建设灌云、振兴灌云，必将起到重要的史鉴作用。

灌云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尹开芝

199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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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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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古今，立足当代，

全面记述全县水利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限不定，下限一般截止1990年。

三、本志记述的空间范围，以现辖的行政区域为主，

对其他历史上隶属灌云的地区适当旁及。

四、本志按“事以类从”的原则，采用章、节、目结构形

式，横排纵写；综合运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

以志为主。

五、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采用朝代

或民国年号，并括注公元纪年。新中国建立以后，采用公

元纪年。志书中所写的“建国”、“新中国建立”，均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o
、

六、志书中的统计数字，一般以统计部门的资料为

准，个别以部门资料为据。数字按国家语委等七部门

1987年1月1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

规定》书写。

七、本志计量单位，采用国务院1984年颁发的中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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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使用1949年前计量单位时；

不作换算。

八、本志使用现代汉语语体文，使用规范的简化汉

字，使用标点符号。

九、本志资料取自历史文献、档案卷宗、统计资料、调

查口碑等，凡入志资料，均经核实，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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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灌云县地处江苏省东北部，东滨黄海，西与沭阳：东

海县接壤，南以新沂河中泓与灌南县相邻，北与云台、海

州区相邻。位于北纬34。01 745”～34。38’50”，东经119。

02’50”～119。52’09”之间。东西长78千米，南北宽47千

米o 1990年全县总面积1853平方千米，其中耕地8．6

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46．45％：总人口92．84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81．05万人，占87．3％；非农业人口11．79

万人，占12．7％。 一

夏商时，灌云县境为徐州之域。春秋时为鲁之东境。

汉时属东海郡。东魏武定七年(549年)设海州，治龙苴。

隋、唐、宋均为海州地。元朝属海宁州朐山县。明朝又并

人海州，属淮安府。清朝雍正二年(1724)年为海州直隶

州所辖。民国元年(1912年)，裁撤海州直隶州为东海

县。同年4月析东海县为东海、灌云两县，灌云县治板

浦，取境内灌河、云台山二地名首字为县名。民国28年，

日本侵略军占领县境时，成立日伪县政权。次年，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民国30年改为东灌沭

办事处，隶属苏皖边区第六行政区。民国37年全境解

放，灌云县人民政府驻伊山镇o 1949年10月，隶属淮阴

地区专员公署o 1983年3月划归连云港市管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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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云县地势，自西向东略有倾斜。西部有一条狭长

的岭地，地面高程5．0～24米(废黄河零点，下同)，岭地

面积12380公顷，占全县土地面积的6．7％；中东部为广

阔的平原，地面高程自西向东由4．0米左右渐变到2．0

米左右，局部洼地地面高程在2．0米以下。平原面积

17．23万公顷，占全县土地面积的92．97％。县内还零星

分布着大伊山、小伊山、伊芦山之亚芦山、罘山、张宝山、西

陬山等7座孤山，近海中有开山岛l座，距燕尾镇7千

米。除大伊山海拔226．6米、伊芦山海拔212米外，其他

山的高程均在百米左右。山地总面积约644．5公顷(水

平面积)，点全县总面积的0．35％。
‘

灌云县位于沂、沐、泗流域最下游，自古有“洪水走

廊”之称。县境内河道，除南北走向的盐河、叮当河、一帆

河为人工开挖外，西东走向的河道，古代多为洪水冲刷而

成的人海港汉，后经历代人工开挖疏浚，逐步形成河流，

抗洪排涝能力很低。洪、涝、潮、旱、渍等自然灾害连年交

替发生。旧志载：“海河湖江，漫溢成灾，十岁而九，民不

聊生o” · 。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灌云县人民与水灾等自然灾

害进行了顽强不懈的斗争，历代有识官吏在兴修水利方

面也付出了一定代价。

唐武后垂拱四年(688年)，为发展漕运，从泗州涟水

县向北开挖了一条经大伊山东侧达海州的漕河(后称盐

河)。北宋天禧四年(1020年)淮南劝农使王贤之率民浚
2



河、修堰，导海州石闼堰水人涟水灌溉农田。元代初期，

颁布“涟海屯田法”鼓励百姓开垦荒地。明清地方官府为

发展农业生产，先后筑板浦堰、官河堰、杨公堰、刘公堤防

灾兴利。明弘治八年(1495年)，黄河夺淮全流南下苏

北，境内洪涝灾害加剧。清初，清政府在县境东部驻军屯

田，建南北二十队，兴筑大量农田水利工程，使县境东部

二度成为较富裕地区，以后因涝潮灾害又变荒芜。为缓

解境内的洪涝灾害，朝廷多次拨款疏浚五图河、车轴河、

六里河、盐河、东门河、牛墩河、白蚬河。明洪武二十七年

(1394年)开始设闸坝官，专职管理闸坝启闭蓄泄事务。

清雍正二年(1724年)，在板浦设置管河州同署，专职管

理河道堤坊、闸堰工程。乾隆年问(1736～1795年)，州

县以下按“里”设堰长，建立防汛抗灾组织。嘉庆年间

(1796～1820年)，为解决盐漕运输与农田排涝矛盾，又

在盐河与东西河道交叉处，建滚水石坝6座以调节水位，

并设置测水志桩，开始对水位的监测。为防治农田水害，

仿江南圩田之法，兴筑沟渠圩田。

民国期间，战事频繁，经济萧条，经地方绅士多方奔

走呼吁，国民政府疏浚了善后河、车轴河、烧香河等排水

干河，但因沂、沭、泗洪水出路未解决，境内洪涝灾害频繁

发生。据统计，民国3～29年(1914～1940年)，发生较

大洪灾8次。民国28年发生百年罕见的海啸，沿海60

万亩农田遭卤潮淹灌而荒芜。民国34年起，连续5年大

水，民国36年大水，境内受灾农田240万亩(包括区划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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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后划出的农田面积)，受灾人口45万人。

新中国成立后，灌云县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的精神，大搞水利建设，对洪、潮、涝、旱、渍、碱灾害根据

先急后缓的原则进行综合性治理。大体经历4个阶段：

1949～1959年，以治洪、治潮为主，结合治涝o。

1949年，全县人民首先参加了规模巨大的导沂整沭

工程，初步控制了沂沭泗洪水，改变了过去汛期洪水漫流

县境、造成洪灾的局面。由于新沂河的兴建，打乱了县境

内旧有的水系，堵塞了原有排涝出口。为减轻内涝，相继

低标准疏浚了五图河、牛墩河、界圩河、车轴河、烧香河，

使县境涝水统归由埒子口排放人海，并修筑了三百弓至

洋桥镇内海堤、燕尾港一天生港一东龙港一洋桥镇外海

堤、洋桥镇一东陬山海堤和东陬山一小板跳的东辛农场

内海堤。同时，在埒子口范围内的五图河等4条干河口

兴建挡潮闸，初步控制了海潮侵袭，县内河水逐步变成可

以饮用、灌溉的淡水。

1959～1970年，治理内涝，大搞初级河网化，建设梯

级控制工程。

经第一阶段治理，洪、潮灾害得到初步控制，排除内

涝有所改善，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涝、旱问题，粮食等作

物产量低而不稳，仍然连年发生洪、涝灾害。针对实际情

况，县制定了大力发动群众、因势利导、先通后畅、逐步提

高，分流域治理、高低分开、内外分开、分级控制、分类指

导、综合治理的治水方针。陆续兴建了东门、界圩、同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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