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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乃生命之源，万物之本。’ ．

，

|l “得水而昌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水，社会的文明
f 和进步也离不开水。 ’， ．。，

、

I “水火无情斗。水，一方面子惠于人类；另一方面又予难

? 于人类，。在诸多的自然灾害中，水旱灾害历来是对人类威胁

； 最大j危害最大的灾害，是制约经济发展，影响人类文明进 a

‘ 步的大敌． ‘”

．

二

l： 中华民族从久远曲夏朝乃至夏朝以前就一直为治理水、

? 患而奋斗不止。几千年中，出现了千千万万可歌可泣的治水

! ， 英豪人物，写下了千千万万生动感人的治水故事，在天地之．
’

}．· ．问留下了无数闪耀着我国劳动人民智慧之光的水利工程。 ，

I
’

人们熟知的大禹、李冰、西门豹等治水人物和都江堰、郑国 。

l 渠、京杭运河等水利i程，只不过是这千千万万治水杰出人

l 物和水利工程+中最典型的罢了。因此，茬一定意义上可以 ?

l 学，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与水患作斗争的历史·，
‘．， 水利是一种随着人类社会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社会

‘ 的发展而发展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水利对人类的生命

r 安全，对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对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对国家

P ， 政权的巩固和加强，都起着特别重要的保障和推动作用。古 I
。1

人云：。圣人之治，其枢在水。’’纵观历史，横看世界，无论哪
； 朝哪国，如果不把治水作为治国安邦、强国富民的方针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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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大大加强了预防和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二亿中国 1

。，二瓤搿融500溅感j我们的先祖开发靖江也是从治水开始的。他们围埂筑 l
堤，开港挖河，疏沟浚塘，经过 余年的艰苦努力，至新中 l
国成立前，靖江已经形成了72条大港和4000余条河沟纵 j横交差望妻徽单纯的人力、物力的较量，最重要 I但是，治水毕竟不是单纯的人力、物力的较量，最重要 1

的是要依靠优越的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靖江人民取得治 ，1II

一．≯ ，·’ Jt． j一。2 ， l

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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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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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后，靖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

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开展了大规

模的水利建设，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业绩。

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原先高低不平，坑坑洼洼，只

能种粟子、山芋等低产旱作物的龟背田、岸坡田变成了阡陌

交错、林带纵横、稻棉轮作：旱涝保收的百里平畴；原先被称

为靖江“锅底塘’’的孤北洼地，如今是稻菽千重浪，棉田白茫

茫，年年夺丰收，处处是楼房；原来紊乱的内河水系经过科

学规划，疏浚整治，形成了。六竖一横’’的骨干水系，加之沿

江、横港、幂河——夏仕港三条控制线的建成和闸、涵、泵站

的配套，达到洪能挡，涝能排，旱能灌，渍能降。高低分开，引

排自如，旱涝不成灾的抗灾标准，无论旱年水年，田禾茂盛，

五谷丰登；四通八达的河道促进了水上航运事业的发展，往‘

来于大小河道的众多船只不断将工业产成品、农副产品和

靖江工业所需的燃料和原辅材料运出运进，促进了靖江经．

济的发展；经过修复加固的百里江堤，沿线鱼塘成方，绿荫

如盖，不仅是防洪的阵地，也是多种经营的基地，旅游的胜

地；堤顶滨江公路的铺设使一贯陆上交通闭塞的沿江地区

经济迅速发展，并带动了50余公里的长江岸线开发，百里

江堤沿线成了靖江最有发展前途的新的产业带扣新的经济

增长点。 ．

’

， ‘

一“兴水利而后有农功，有农功而后裕国。一水利给靖江大

地带来了勃勃生机。水利不仅促进了靖江农业生产的发展，

使全市的粮棉单产和总产比新中国建立初上升了3倍以

上，人民生活在扬州市处于领先水平。靖江的水利也为靖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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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经济和第三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水环境。’靖江经济

的快速发展，靖江进入全国“百强县(市)"，水利是起了一定

的重要作用的。 ，

：靖江水利辉煌的过去已成历史。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

‘下，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水利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水’

利已不单纯是为农业服务，而是要为整个国民经济服务。水

利不仅是农业的命脉，也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设

?施和基础产业，是全社会的命脉。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加强水利、能源、交通，

通讯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建设，使之与国民经济发展相

。适应。一从这句话可以看出j水利已上升到国民经济基础设

施建设的第一位。这也足以表明全党、全社会对水利的认识

产生了又一次新的飞跃。在今后跨世纪的15年内，我国要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奋斗目标和战略任务，必不可．

少地需要一个能够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有效服务的

水利环境。针对这．一要求，我们靖江在水利上要做的事很

多。一是内河严重淤浅，有的已经阻塞，水质恶化，水污染日

．趋严重，农村枯水季节农民饮用水困难已不是个别现象，农

民要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呼声很大；二是水工建筑物的老化

‘失修，病险状况严重，有的已经不能正常运行；三是民众的

水利法制意识淡薄，各种水事违章违法的现象屡屡发生，有

的水利设施和护堤林木遭受严重破坏；四是农田水利尤其

，是田间水利工程标准偏低，不能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五是’

水利的投入不足和投入机制的不健全，直接影响到水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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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开展。这些都要求各级政府和领导以及全社会高度重．，

视和关心水利建设，并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同心协力，．

共同做好新时期的水文章，使靖江的水利从过去的辉煌走 、．

、向新的辉煌，更好地为靖江的经济和社会事业服务。 *

。

《靖江水利志》的编纂工作历经5年多时间，经过以张

”浩生同志为主的编纂小组同志们的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 ．

、现在终于付梓，出版，这是我市水利软件建设的一件大事。在

此，我谨向编纂组的全体同志表示衷心而诚挚的感谢。《靖

江水利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河海大学汪家伦副教授、

《扬州市水利志》编纂小组戴树义、靖江县志办公室郭寿明

，等同志及为‘靖江水利志》提供资料的我市水利和社会各界 ·

同志们的支持和关心，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

．靖江市水利局局长陈新宇
，

．' ．1996．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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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一、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 一

求客观、真实、准确，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记事上限追溯到靖江水利之始，下限一般截至

1987年，局部适当下延。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取事重点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

一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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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设章、节、目，共

8章、26节、63目。 ．

．

四、以图、述、志、表、记、录为主要表现形式。图表随文

设置。· ，
·

’

‘，，

。 五、本志纪年，中华民国以前，采用朝代年号加注公元’

纪年，民国时期则采用民国纪年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之后，以公元纪年。
’

六、“解放前修、“解放后’’的时间界限是指1949年1月

，28日靖城解放。+
·

’

．

．

7

七、各个历史时期的党派、机构、职务等名称，以当时的

。名称为准。某些名称在文中首次出现时用括号注明其简称，：。

一再次出现时则用简称。 、

八、数量表示一般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词汇、专门

名称和农历月、日中的数字，则用汉字：

九、本志高程一律采用“废黄河零点一。 ·



十、本志所用资料，部分出自各级档案馆历年档案、历

朝旧志及新编《靖江县志》，一般不注明出处。
。

’

十一、所用统计数字，部分采用县统计局、靖江气象站、

夏仕港水文站的统计资料，其余均由县水利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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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江县位于江苏省扬州市东南，濒临长江。南与张家港

市、江阴市、武进县隔江相望，北与泰兴、如皋毗连。县治地，

处东经120。157，北纬32。01’。境域东西距离43公里，南北

。’，距离18公里，总面积673．10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
、

． 564．20平方公里，水域面积108．90平方公里。1987年末，， ．

’

全县共辖8个镇、16个乡，有48．87万亩耕地，62．36万人
々t

，

口。 。．

‘，

j’
、’ -

p

三国·吴赤乌元年(238年)前，靖江还是长江中的沙

．洲，孤山屹立江心。后因江流冲击，泥沙逐渐淤积而连洲成

陆。因吴大帝孙权曾在此牧马，故古称。马驮沙"。

靖江的特殊成陆背景，造成了县境地形的复杂性：全境、。

‘地面高程，南低于长江最高潮位1"--'3米，北低于泰兴、如皋·。，

地面1米左右，境内沿江圩区低于老岸地区1米左右，而总’
。

面积38平方公里的孤北洼地又低于周边相邻地区地面1。
一 米左右。因此，每遇江潮暴涨、北水南压，则四水投塘、洪涝

夹击。纵观靖江灾害史，水灾为第一大灾害。明永乐三年 ?‘

·(1405年)至1984年580年中，共发生水灾147次，其中明

代77次、清代41次、民国19次、解放后10次，平均3年8
。

个月一遇。旧县志上类似“潮涨如海，死者无算一、“岁大荒， ，

一

‘

‘‘

1

『≯■_。



民食树皮"的记载随处可见。 ’·，

然而，靖江地理条件得天独厚，三面临江，灌溉水源取

之不竭；地势北高南低，微微倾斜，利于涝水渲泄；土地肥

美，水旱咸宜。因此，只要因势利导，治水得法，是难得的风

水宝地。

历代统治者深知水对于靖江的特殊利害关系，注重治

水，除害兴利。建县初，全县就有港道72条。明崇祯元年

·(1628年)知县叶柱国率开阜民河，全长90余里；崇祯十一

年(1638年)，知县陈函辉率开团河，全长70余里，并建寒

山、东山、平山3闸；清康熙五年(1666年)，知县郑重与泰

。．兴、如皋县统筹开挖。五大港静，即蔡家港(今下六圩港北

段)、庙树港(今八圩港北段)、石碇港(今十圩港北段)、柏家

港(今罗家桥港)、，夏仕港。这些港道为靖江现今的骨干河道

布局打下了基础。夏仕港从1957年起成为通南地区的主要

引排河道之一。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靖江江岸坍塌

纵深10余里。嘉庆十八年(1813年)，又坍进3余里，坍至

距县城城脚仅43丈。嘉庆皇帝批贷白银3．59万两，加募捐

‘5万两治理靖江坍江，筑石塘官堤731丈。民国时期浚河13

’条，累计土方500万立方米。历代水利工程的兴建，无疑为

靖江抗御洪涝灾害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受当时历史条

件和社会因素的制约，水利建设存在以下弊端：其一、治而

，不力、一曝十寒。靖江河道曾“淤塞过半’’。清康熙五年(1666

年)开挖的“五大港"，至新中国成立的283年中，各港仅疏

浚5----8次，浚河周期达四五十年。而靖江地区的浚河周期

只能在15年左右。民国时期38年的浚河土方只相当于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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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一两年完成的土方量；其二，治而无方，矢不中的。靖江治“，

水的主攻方向历来是以防治洪涝为主，洪涝旱渍兼治，一切

工程措施必须围绕解决“疏导’’和“控制’’两大问题。而前人

治水注意了前者，忽视了后者。沿江和沿界河各港口无一控
一

制，江潮、北水长驱直入；沿江和老岸高低不分，放任自流；

，n其三、标准不高，名不副实。江堤“堤高一丈，底宽三丈，顶宽

五尺一，主要河道。五大港一、团河仅“口宽五丈、深一丈五一，‘

远远达不到抗灾标准。因此，尽管治水几百年，但效益甚微。

每遇洪涝灾害，沿江一带尽成泽国，老岸地区一片汪洋。，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靖江水利之所以先天不足，

其主要原因是历史上的政治腐败、思想局限、生产力低下和

科技落后。同时，也必须看到，英雄的靖江人民、历代知县中

的清官良吏，为靖江水利创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为后人治

水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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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中国成立后，靖江的治水方针是：针对主攻方向办工

．．u 程，提高抗灾标准增效益，综合整治，除害兴利。根据这一治1

。．水方针，建设沿江、横港、界河3条控制线，治理沿江圩区、

老岸地区、孤北洼地3大片，做到沟河成网、排灌畅通、建筑
： 物配套、分级控制，达到洪能挡、涝能排、旱能引、渍能降的

．。’一抗灾标准，变水害为水利，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 ．

’

，

r．．沿江控制线由堤防、水闸、穿堤涵3大工程部分组成，
。

·

’其作用在于挡潮和控制引排；靖江堤防全长121．29公里。

解放后，国家和地方对堤防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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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87年，共做土石方2345．34万立方米，投入经费

1858．06万元。其中1982"-'1983年，全县每年组织8万民

工，共完成复堤土方549万立方米，是靖江历史上规模最大

的复堤工程。江堤全面培修后，不仅大大提高了堤防的抗灾

能力，基本达到百年一遇的标准，更重要的是使靖江百里江

堤的开发利用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可喜的第一步。利用

宽6．5米的堤顶修筑成滨江公路，结束了江边交通闭塞的

历史；3000多亩堤坡、青坎全面绿化，既保持水土，又增加 ．

收益；利用复堤取土塘整修成的2000多亩精养鱼池，每年

为靖江市场提供近千吨商品鱼。饱受洪患之苦的沿江群众，

不仅安居乐业，而且逐步走上了治水致富、致富治水的良性

循环道路。在加强堤防建设的同时，1955"--1987年，沿江控 ，

制线共配套水闸37座，穿堤涵194座，通江港口全部得到 一

控制，解决了挡洪和引排控制两大问题。解放后，国家和地·

方共投资1467万元治理靖江坍江，巩固防洪阵地，使靖江

江岸除局部地段外相对趋于稳定。 o

横港控制线的作用在于使沿江圩区和老岸地区高低分

开，实行高水高排、低水低排，减轻沿江圩区的排涝压力。其

主要设施是贯穿13个乡镇全长27．5公里的横港和横港南．

岸的8座分水闸。1973""1986年，全县分5次组织民力共 ＼

6．5万人投入横港疏浚工程，共完成土方406．4万立方米。

．界河控制线的作用是控制北水南排，防止客水入境，使

其从西界河口、夏仕港口排入长江。1958"-'1987年，先后在

界河南岸和夏仕港两边建闸16座，其余通界河港口以土坝

封闭，总投资165．35万元。夏仕港港堤是界河控制线的重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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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组成部分，1949～1987年曾先后全面培修，共做土方

76．05万立方米。 ，

一‘
．

， 、

对沿江、老岸和孤北洼地3大片的治理，采取了配套水．

系、分级控制、封闭提排的综合治理措施。配套水系：。六竖

一横’’(6竖为夹港、上六圩港、下六圩港、十圩港、罗家桥

港、安宁港，1横为东西大横港)骨干河道及二、三级河道构．、

成全境纲目分明的引排水系网络；分级控制：在实行沿江：

沿界河外围控制的前提下，根据境内地面高程划为3大水

+位控制区域，即横港以南、夏仕港以东控制水位为1．8米；
’

横港以北、十圩港以西2．．3米；十圩港与夏仕港之间控制水-

位为2．0米．并以十圩港为界，。西引东排一，优化水质和防

止河道淤浅。封闭提排：对分布于团结、孤山、季市、长安、大．

‘觉、斜桥、土桥7个乡镇和集水面积38平方公里的孤北洼

地，除配套内部水系、挖掘自排潜力外，实行大封闭提排一。
1957"--1987年，该地区累计浚河土方达1000万立方米，共

建排涝站9座，总提排流量为40秒立方米，投资118．3万

元。解放后至1987年，对孤北洼地的水利建设累计投资达 。

310万元，是全县亩均投入的3倍，使昔日的“锅底塘"变成1
’

了米粮仓。
。

’： 、

解放后，靖江水利建设事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曾历

经50--一60年代，70"-'80年代两大起伏过程。50年代初，百
、

废待兴，农民从单干走上农业集体化道路，生产积极性空前

高涨，渴望大办水利，从浚河、复堤、建闸到大力发展机电

灌，全面实行旱改水(旱作物改水稻)，使全县水利形势发生．

划时代的变化，特别是1957-'--1958年的水利建设高潮，不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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