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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安县水利志(1986～2000年)》，是继我县《固安县水利志》

(1985年以前)出版后的又一部水利专志，记述了近十几年来水利事

．业发展变化和全县人民同水旱灾害斗争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时段不

r长，但是水利建设事业所取得的成就非常突出。6《固安县水利志

(1986--2000年)》编纂刊印，是我县史志编纂工作及水利建设中的一

件大喜事。 ，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重要的文化建设o《固

安县水利志(1986--2000年)》重点而翔实地记载了固安县近十几年

来水利发展状况，反映了水利建设趋于现代化和水利经济异军突起的

时代风貌，是固安县整个水利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和水利经济建设的一

，． 个缩影。全县人民将从这个窗口看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列主
’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人民治水的宏伟力量，看到

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看到水利建设的伟大成就o‘《固安

县水利志(1986--2000年)》的出版为我们了解固安水利，研究固安
二’

水利，掌握治水、管水、节水的特点，探索水利发展规律，提供了翔

实可靠的资料。这不仅对水利事业本身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对

全县的四化建设做出了贡献o ⋯，‘

： 修志工作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弘谨在此向全体修志人员表示谢

．意。上一部《固安县水利志》曾荣获河北省水利厅优秀志书一等奖，

。，．相信这一部《固安县水利志》价值更高。希望社会各界的朋友和同志

，’ 认真读一读这本志书，了解固安水利事业的过去和现在，以史为鉴，

．+ 为开创固安水利事业和国民经济建设的新局面贡献力量。
‘

，
。

， ’。+1‘

中共固安县委书记，杜兆瑜‘ ，

2001年3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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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安县水利志(1986--2000年)》在水利局同志们的艰苦工作和

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持下，终于出版了，诚然值得祝贺。

该志对全县十几年来水利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进行了详细记

述，同时告诫全县人民要不断提高对水利工作的重视。水不仅是自然

资源，而且是重要的战略资源。水利不仅是农业的命脉，也是国民经

济的命脉，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水的问题已引起了国家和整个社会

的普遍关注，人民开始用现代的眼光和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水，并形

成了新的共识。发达的社会必须要有发达的水利做保障。今后全县经

济和社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讲，将直接取决于水资

源能否可持续利用o

水利事业极端重要，水利人责任重大，要抓住当前难得的发展机

遇，艰苦奋斗，顽强拼搏，胜利完成“第一"的任务，发挥“第一”

的作用，认真总结治水、管水、节水的新经验，努力把我县水利事业

的改革和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为全县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新的贡

献。’

希望全县各职能部门从这部水利志的编辑出版中受到启示，从所

记述的大量事实中受到鼓舞，认真总结自己的工作，扬长避短，知难

而进，将客观存在的优势变为发展优势，同全县人民一道，创造固安

经济的辉煌局面。

固安县人民政府县长 毕晓明

200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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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固安县水利志(1986--2000年)》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

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利用“新观点、·新思路、新方法"编纂的水
4

利专业志。翔实地记述近十几年来全县水利事业的发展情况，力求达

到“资治、教化、存史"之目的。

二、本志上限自1986年，下限到2000年。为照顾文章重点和思

路的连续性，有些水事活动可越限记述。水利局组织机构领导成员的

记述到2001年3月o ．

”三、本志按章、节编排，计10章36节。卷首为概述，卷末为大

，。事记，编后记、附录。随文附有图表和照片。本书以记事为主，叙而

．， 不论，横排竖写，详近略远。对基本情况的记述，因上一部《固安县

水利志》已作详述，故本书记述从简。
‘

．

”“ 四、全书均运用现代语体文记述。引用史料主要以本局档案室资
。

料为主，其余为上级水利主管部门及铁道部第三勘测设计院、水利部

海河水利委员会、水利部天津勘测设计院等单位提供的资料o

五、历史纪年以公元纪年，地域范围以现行行政区划为准。跨越

地域的工程、河流、自然灾害、有关大的水事活动等依据历史时段和

； 管辖范围简单记述o “
’

j，

4一 六、第十章中的人物，由局党总支研究确定o ‘’

。

，

‘七、本志地面高程采用黄海高程。计量采用现今法定计量单位。 ’

八、语言文字，力求通俗易懂，标准规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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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安县位于河北省中部--y-,g．，’属廊坊市管辖。北隔永定河

市相望，西有白沟河与涿州、高碑店市相依，东与永清县相邻

霸州市接壤。地处北纬39。08 7--30 7，东经116。07 7--27 7，幅员698．73

平方公里，辖5镇、4乡、384个自然村。全县10万户，39．76万人，

耕地65万亩：固安镇是县政府所在地，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

， 中心。

一“ 固安县属暖温带半干旱、半湿润大陆性气候，干寒同期，雨热同

季，光热充足，雨量集中，多年平均降雨量为582毫米左右，年际变

化较大，时空分布差异悬殊。1986--2000年之间最大年降雨量为816

毫米。(1994年)，。最小年降雨量为233毫米(1989年)。

据史料记载!在多少万年前，太行山麓还是汪洋大海，经地壳变

迁，逐渐升为陆地，固安县城以东为水乡泽国，史称东湖、西湖，境

内还有古水固安河、马庆河、玉带河、黄家河历尽沧桑而敛迹。永定。

河淤填“北京湾"，以其自身的冲积物，把滹沱河、大清河、蓟运河
。

等泥沙交汇一起，逐年淤积形成河北大平原，拓出固安这块土地。’这

， ‘种由河流冲积、，洪积所造成的地势大致平坦，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

‘斜，北部一般海拔高程20--25米，中部15～18米，南部10～12米。一
4一 地面纵坡1／2500左右，北部局部的沙丘、缓岗正逐渐绝迹，中、南·t

，部低洼易涝盐碱洼地已得到彻底改造。’全县土壤分为潮土和风沙土。

‘这些水土资源成为固安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经多年改造，土地肥沃，。

t林茂粮丰，盛产小麦、玉米、棉花和林果。i明清以来，已成为杞柳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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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柳编盛地。固安甜梨，门村金丝小枣等在京、津地区久负盛名。

近年来，大力发展城郊型经济，服务京、津，辐射全国，走向世界，

蔬菜、花木、肉食等声名远播。

固安县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两部分。地表水由大气降水、

境外径流汇入和河渠引水组成，多年地上水资源总量为12434．9万立

方米，年开发量5584．5万立方米，可利用量3875．5万立方米。地下

水是供国民经济各部门利用的主要水源。地下水来源于本地区永定河

冲积、洪积而成的地下巨厚储水岩层，根据《固安县水资源开发利用

与现状调查评价分析》，全县中浅层地下水综合补给量为10777万立

方米，水资源量为9199万立方米，可利用量为9099万立方米，可开

采量为10402万立方米。由于连年超采，地下水位呈区域性下降趋

势。到2000年县北部地下水埋深平均10米左右，中部12米左右，西

南部17米左右。此外，县内地下热水、石油及天然气、矿泉水资源

得天独厚，现已开发利用。

固安，古称方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隋开皇六年(586)改

置固安县。五代十国和宋辽金三百余年间，固安为多事之地，战争频

繁，民不聊生。元、明、清三朝640年间，凭借京都优势，生活尚能

安定，经济文化比较繁荣，创造过一段历史辉煌。

固安土著居民年代久远，历史上移民来自四面八方。由于南北交

汇，民族融合，形成了固安人民不屈不挠，勤劳朴实，多才多艺，礼

仪文明诸多特征。各方文化的交融，促进了固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

在历史的长河中，固安人民为了生存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痛苦和

艰难的历程。新中国成立以前，社会灾难比比皆是，自然灾害接连不

断，尤其是水旱灾害交替发生，给人民留下累累伤痕。主要河流有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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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河、白沟河、牛亡牛河。牛亡牛河为境内排沥河道，永定河、’白沟河为

行洪河道。自金、元以来，两河以其汹涌的水势，狂放的性格影响着 ，

固安的水土和民生。尤其是永定河，糠邦沙底，源短流急，游荡曲

折，改道频繁。永定河冲积扇以石景山为顶点，北京的温榆河以南；

北运河以西，大清河以北，’白沟河以东，“。万多平方公里为永定河迁’

徙回旋之地。仅明、清期间迁徙达10次之多，漫溢决口更难尽数。

境内河道弯曲，淤积堵塞，泄流不畅，逢雨成灾。历代统治阶级对河

流失于有效治理，加之年际、年内降水变化悬殊，旱涝交替、灾害频

，繁。从1371～1948年578年间，共发生水灾167次，旱灾38次，平

均2．8年一灾。自1484～1985年的502年间有记载的旱灾达59次，’
。

平均每8．5年一次。明1560年，旱灾严重，先旱后蝗，蝗旱交加，清
’

代268年间有记载旱灾14次，平均19年一次。其中，1743年“固安

大旱，十寨九空"o’：： ；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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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1949年，38年共发生旱灾6次，‘平均6．3年一次，最严重

的有1920年“京畿一带自春徂夏，雨泽愆期，固安等十余县，忍饥

待食者，不下十余万口丁”。清宣统三年(1911年)永定河右岸官压

村决口，民国六年(1917年)白沟河左岸柳斌屯决口，洪水冲毁房，

’

舍，淹没田园，数万人无家可归。水旱灾害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无

一 穷祸患o。 一‘l I√ 一 ～．^‘ ∥

“1939年永定河大水，芦沟桥处洪峰流量4390立方米每秒，造成

‘固安段梁各庄决口，9泛滥于三角淀以北地区，安次县及落垡、“杨村、

京山铁路被淹。“1942年早春大旱，’赤地千里，又逢八月早霜，，庄稼

无收，百姓家家断炊，背景离乡，在外逃荒，冻饿至死者达2000多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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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县人民艰苦奋斗，兴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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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英勇抗灾，水、旱灾害的发生次数和危害程度有了明显的下

降。新中国成立后到1985年，37年中发生伏涝13次，秋涝6次，大

小旱灾21次，其中旱情严重的有6次。1960～1963年连续干旱4年，

1963年旱情严生，6～7月份降雨仅61．6毫米，30万亩耕地无墒o

1975年大旱超过1942年，全县20万亩粮田成灾o 1980年大旱一直延

续至1985年o 1986--2000年的15年间，由于全县及永定河、白沟河

流域没有较大降雨，多年建成的防洪、除涝工程对一般降雨形成的

洪、沥水进行有效的调控，未发生大面积的水灾。但是，由于气候干

燥，降雨量不足，旱情经常发生。春旱几乎年年发生，15年中，春、

夏连旱占7年，春、夏、秋连旱占6年，尤以1999年、2000年旱情

最为严重o 1999年春、夏、秋连旱，到当年10月底，只降雨268．5

毫米，全年降316毫米，是常年降雨量的50％，旱情超过历史上大旱

的1942年。农作物受旱面积达43万亩。2000年由于气候异常，6～7

月出现了高温干旱少雨天气，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3．3℃，达38℃的

9天，是历史上的极值，夏季降雨仅130毫米，比常年同期少68％o

地下水位下降，旱情超过1999年，全县受旱面积达60多万亩。

历次的灾害和抗灾实践使人们逐渐认识到根治水患、除害兴利的

重要性。由于水利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因此，历代

明智的和有作为的政治家及志士仁人都把除水害、兴水利视为治国安

邦的根本大计。

河流治理，有记载的始于明，盛于清，永定河、白沟河的堤防始

建于明万历三年(1575年)，后废。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固

安藉巡府于成龙奉命治理浑河(永定河)，挑河长145里，筑堤长180

里，河成“赐名"永定河。并设南、北岸司负责河道管理，雍正四年

设河道，固安县添设县丞，分管南北岸四工事务。自康熙三十七年
·4‘



始，每年都耗银数万至十数万两进行岁修、抢修和续修。修建在两岸

的闸坝和减水引河，在当时对泄洪、排沥起到过一定的作用。·

早在战国时，固安人曾利用督亢沟水灌溉农田，后因河流改道，

督亢旧貌全非，至新中国成立前，仅用河旁、塘边及少量的土、砖水

井提水灌溉，效益微乎其微o ’，

，‘ 。：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固安县委县政府把治水

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确立防洪、除涝为重点，以消除常见的洪涝灾害

为目标。在上级水利水电科研单位的帮助下，多次制定规划，围绕着

‘复堤、修险、·浚河、开渠、挖水柜为内容，开展一场持久艰苦的治水

斗争。掀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固安水利建设的新篇章o

防洪工程是围绕着永定河、白沟河的治理展开的o 1950～1984年

两河先后复堤21次，总长150公里，其中，永定河105．8公里(含右

堤13．7公里)，白沟河44．2公里。小清河是白沟河的一条支流，上游

在芦沟桥枢纽与永定河相连，当永定河发生超标准洪水(大于2500

‘立方米每秒)，通过小清河向白沟河分洪。两河洪水长期以来对固安

乃至清北广大地区人民生命财产构成威胁o 1983年10月，固安县出

动民工修筑了连接两河的古城小埝。加上永定河右堤和白沟左堤，形

成固安县西部和北部蜿蜒58．3公里的防洪屏障o

。两河险工治理主要采用埽工护岸法，先后建起土石坝、石潜坝、

。沙柳坝和砖石护坝o 60年代初开始采用抛砖石、干砌石、铅丝笼护底

等半永久性工程o 70年代末，修建简易浆砌石护坡和井柱网格钢筋混一

一， 凝土丁、顺坝等永久性工程。复堤修险工程的完成，加上两河上游水
‘ 库对洪水的拦截和调控，初步消除了较常见的洪水灾害。’

‘

t‘ 50年代初期降水频繁，沥涝成灾，疏通境内河渠、治理易涝盐碱

洼地势在必行。1951年5月，全县兴起了以疏浚牛亡牛河为中心的挖
·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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