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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

的光荣使命。通县水利局对编修《通县水利志*认识明确、态度端正、行动积极、成绩显

著。在不长的时间里，完成了《通县水利志x的编纂工作，可喜可贺，他们做了一件很有意

义的工作。

我对该志书的主要篇章，在工作之余进行了阅览并提出修改意见。总的看，该志是42

年来通县水利建设的真实记述，也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它的问世，是献给通县人民的

一份珍贵礼物。对推动我县水利事业的蓬勃发展，不断前进，将是十分有利的，同时也为

子孙后代提供了比较翔实的水利史料。

通县位于华：I匕平原，通州镇是首都北京的卫星城。通县历史悠久，交通方便，气候温

和，土质肥沃，水资源较为丰富，这里是古老京杭大运河的起点，素以漕运仓储闻名于

世。境内还有潮白、温榆、凉水等诸河流。在历史上，通县因地势平坦低洼，素有九河下

梢之称。加上历代统治阶级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对河务维修与管理不重视，所以洪涝

旱等自然灾害恣意为害，两岸人民长期生活在饥寒交迫，生命和财产无保障的环境中。因

此，如何发挥和利用水利优势，克服不利因素，促进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是全县人民为之长期奋斗的任务。

新中国的诞生，使通县人民告别了不堪回首的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

和组织下，通县人民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无私奉献、勇于拼博的精神和作风，开展了

大规模的兴修水利工作。培修堤防，疏挖河道，建闸蓄水，开凿机井，农田排灌和综合治

理低洼盐碱地。特别是1984年以来，我县大力发展水办企业，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现已

初具规模，使水利走上了良性循环之路。现在，全县水利工程的规模与成就，是建国前任

何朝代所无法比拟的。经过40余年的努力，通县水利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每

到雨涝之季那种“洪水漫溢，淹城廓、没田舍、溺人畜”的惨状，已一去不复返。进入80年

代以来，旱情连续发生，全县人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指引下，团

结奋斗，积极进取，依靠农业科学和设施完备的水利工程系统，获得了农业生产连续9年

超历史的大丰收。1990年全县粮食总产达INS．16{L公斤，平均单产762．2公斤，分别比

1949年增长6．5倍和10R；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6．46亿元，}：L1949年增长30倍；财政收

入达到1．77亿元，[：L1949年增长近20倍。1989年通县荣获水利部命名的“全国水利建设先

进县”称号，同时通县连续荣获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颁发的“经济发展成绩显著”奖杯和

“北京市文明城市建设先进县”称号。我县并受到了国务院的表彰，粮食生产步入了全国先

进行列。

春风化雨，形势喜人，通县水利事业前途光明，处处充满生机。今后在搞好防洪抗旱，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同时，要加强水资源的管理，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依法治水，

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不断深化改革，千方百计作好服务工作。我相信，只要我们忠诚于



水利事业，重视历年治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实事求是地研究和掌握治水的客观规律，不

懈努力，开拓进取，一定会开创通县水利建设的新局面。

通县人民政府县长李瑞和



序 二

《通县水利志》，经过三个春秋的积极努力，终于刊印问世。令人鼓舞，喜慰非常。

志书是在县委、县政府领导的关怀下和市、县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帮助下，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四项基本原则作指导，基本上做到了体例完备、资料翔实、文

风端正、图文并茂，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通县水利事业的历史和现状。记述了全县人民长

期与水害斗争的艰苦历程和取得的成就，揭示和反映了全县除害兴利、水资源开发利用和

水办工业的特点和规律，是一部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予一体的县级水利专业志。

我出任通县水利局局长十载有余，对水利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熟悉和热爱这里的一

草一木、一河一水，并在工作中竭尽了绵薄之力。通县地处华北平原，属温带半干旱季风

气候，多年平均降雨量为617．4毫米，但时空分布极不均匀，降雨量的85％左右多集中在6至

9月份。境内地势低洼，多河富水，海河流域的潮自、北运两大水系纵贯南北。在历史上，

通县做为饮誉中外的京杭大运河起点，以漕运仓储闻名于世，为沟通南北交通，繁荣和发

展祖国的经济与文化，为北京城的建设等做出过卓越的贡献，有过其光辉的历史。然而，

通县素有九河下梢之称，在历史上洪涝旱灾频繁交替发生，人民世代饱受洪涝旱灾侵扰，

苦不堪言。据史料记载，在1368一1948年的580年间，北京地区共发生水灾387次，旱灾

337次，大部波及通县地区。如，清光绪九年至二十三年问，通县境内连续15年遭水灾。

这个历史上特大的洪涝期，造成了“土地荒芜、房屋倒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饿殍载

道、尸横遍野”的悲惨景象。再如，1939年通县又遭一次特大洪水的洗劫，各河相继决堤，

洪水漫溢，水淹通州城，街道行舟，平地水深4至6尺，全县受灾面积达70余万亩，受灾

30多万人，房屋倒塌不计其数，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能自拔。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县人民为了兴水利，除水害，求生存，在发

展生产的同时，与洪涝旱碱等自然灾害，进行了不屈不挠、长期艰苦的斗争。建国初期，

虽然百业待兴，但党和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的疾苦，非常重视潮白、北运诸河流的治理。曾

先后组织两岸人民，重点整治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残破堤防，并对潮白、北运两条主河道

进行裁弯取直清淤疏挖。50年代末期，为了拦洪蓄水，在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鼓舞

下，在上游山区相继建成怀柔水库、密云水库和一批中小型水库，控制了洪水泛滥成灾。

我县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和开凿机井等建设。60年代初，全县认真回顾和总结了治理

洪涝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经验与教训，结合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遵照“蓄泄兼施，综

合治理”的治水方针，对利少弊多的平原水库和地上渠道进行了平整还田和改建。随之，在

市政府减河工程指挥部的统一领导和规划下，对东南郊地区进行了重点治理。通县开挖了

运潮减河和凤港减河，并开始在各主要河道上建闸拦蓄污水和基流，用以发展灌溉。这个

时期，全县还掀起了大搞平整土地、大搞灌排工程的“两大”群众运动，为加速建设旱涝保

收、高产稳产田，实现大地园田化奠定了基础。70年代初，东南郊治涝工程开始，通县首

当其冲，与其它县区一起，治理了北运河、温榆河、凤河下段等河流。经过连续4个冬春



的艰苦奋战，温榆河、北运河已达到了2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与此同时，还完成了潮自河

右堤、北运河、凉水河等堤防的复堤加固、险工险段治理等工程。至此，全县农田水利建

设，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全县人民在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实现大地园田化的

号召下，大搞砍方配套，平整土地，实行沟、路、林、渠统一建设，旱、涝、盐碱综合治

理。80年代，全县水利建设事业为了适应急骤发展的农村改革大潮，迅速转到“加强经营

管理，讲求经济效益”的大方向上来。在防洪排涝，抗旱打井，巩固和发展农田水利基本

建设，扩大水土保持面积，防止水土流失和综合利用水资源等诸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

绩。改革、开放的106，是通县水利大发展的106，跃进腾飞的10年。1988年通县水利局

荣获水利部颁发的“全国水利系统综合经营先进单位”称号；1989年通县荣获“全国水利建

设先进县”称号。

沧桑四十二载，弹指一挥间。斗转星移，通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通县的水利

建设而言，走过了一个曲折而又光辉的历程，实现了历史上多少仁人志士的夙愿与理想。

四十余年来，全县水利建设共投资2亿余元，其中乡村自筹8000万元；累计完成土石方

1．981L立方米，用工近亿个。共建成拦河闸13座，排灌站835处，排灌骨干沟渠180条，总

长746公里，防渗衬砌渠道和地下管道1051公里，桥、涵、闸等各种建筑物5000余座，打

机井8578H艮，水浇地85．3万亩，占全部农田的95％以上。全县基本上形成了大地成方，渠

道纵横，机井密布，沟渠合一的涝可排，旱可浇的排灌系统。为了治理“四害”，绿化美化

环境，在河道堤防和主干沟渠旁植树百余万株，现已树木成林，形成一道道巩固堤防、防

风固沙、防止水土流失的绿色屏障。全县水利建设的发展，促进了全县农村经济的腾飞。

1990年，粮食总产达5．161L公斤，单产762．2公斤，分别比1949年提高6．5倍和10倍。面对

全县水利建设的巨大成绩，显著效益，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些为水利建设事业做出过

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的前辈和战友，以及成千上万的无名英雄，他们对党、对人民的高度

事业心、责任感和艰苦创业的精神，以及他们创造的丰功伟绩，将永垂青史。

忆往营，岁月峥嵘；望未来，任重道远。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前进，国民经济的

不断发展，水利工作必将面临新的、更大挑战。我衷心地期望通县水利事业在党和各级政

府的领导下千秋永继，不断开拓进取，永远造福于社会，造福于子孙万代。

政协通县第八届委员会副主席

通 县 农 委 书 记 卢国瑞

水利局党委书 记



凡 例

一、本志为有史以来首次编写，故上限未作统一规定。下限一般断至1990年，有的重

要水利事件适当延到1991年。记述时本着“统合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建国后

40余年的通县水利史实。对以前的历史择要记述，以概全貌，达到脉络清楚之目的。

二、本志分篇、章、节、目、子目五个层次，以文字记述为主，适当配以必要的图、

表、照片。大事记采用编年纪事本末体，记述自通县建置以来水利大事的简略过程。

三、本志对历史纪年，按当时纪年记述，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号。通县全境解放起，

即1948年12月14日后，一律以公元纪年法。

四、本志第一次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用全称，以后简称“建国前”、“建国后”。本

志中涉及到县(含县)以下地区名称，一律采用历史称谓。

五、鉴于通县建置和县境区域变动频繁，本志以1958年4月县、市合并，共同划归北

京市至1990年的通县区域为限，但个别章节如水、旱灾害、重要水利工程、河网治理等，

则按历史发生时的县域记述。

六、本志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官职一律采用历史习惯称谓，首次出现用全称，重

现时用简称。凡称“党委”、“县委”、“地委”、“省委”、“市委”均指中国共产党所在地方组

织，凡称“县政府”、“县人委”、“县革委”等均指县人民政府。

七、本志采用资料，1949年以前资料取自民国、清代旧《通州志》及有关书刊；建国后

主要来自河北省、北京市有关水利资料和县档案局、统计局、水利局、水文、气象等部

门，及调查访问中多人共述的口碑材料等。数字以县统计局、水利局资料为准。

八、本志所用地面、水位高程，一律采用北京高程。计量一般采用公制，但各历史时

期的计量未做换算。凡五位以上数字以“万”为单位，九位以上数字以“亿”为单位，小数点

以下取两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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