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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舌

1984年。河北省水文总站成立了河北省水文史志编纂委员会，当年3月，第一次编委会

议上决定：在完成上级交予的海河志和省水利志编写水文篇任务的同时，要完成本系统部门

志的编写。具体说来就是总站、分站和测站三级修志，众手成书，要“聚当代群英之力，成

万世不朽之篇”。这次会议后，各分站先后建起了编写小组。从此，在河北水文系统中，普

遍开展了编篡工作。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水文工作管理体制多次变动，其间以地区一级机构受变

动的影响较小，所以三级修志是从编写地区水文志起步的。

地区水文志是一部兼有部门志和专业志特性的当代志书。编写此书的目的是要为本省水

文工作现代化提供历史借鉴；要为对本省水文职工进行爱国主义和水文专业传统教育提供教

材；要为本省水文系统各级领导掌握情况和执行政策提供科学依据；还要为所有关心河北水

文事业的朋友们奉献上—册内容深博资料翔实的百科全书。

地区水文志的编写意见和评审标准，是由总站全省地区水文志总编辑潘维良起草，经省

水文史志编委会研究讨论通过后，付诸实行的。唐秦地区水文志的编写和初审工作是在唐秦

水文分站史志编审领导小组主持下进行的。领导小组由分站主任张振雄、书记李振泽、主任

工程师郭文英(兼主编)三人组成，在唐秦地区全体在职和离退休职工的大力支持下，经过

分站编写人员的共同努力，于1988年9月提出了志书初稿，整个编写工作始末在本书附录篇

中有专章记述。

本书初稿经河北省水文史志编办室审定后，又送经河北省水文总站领导审阅，最后再次

修订付印。

唐秦地区水文志是当代唐秦水文工作者的集体创作，在志苑中是一枝“自写自”的新

秀。尽管为总纂人员水平所限，以及其他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得志书质量未能尽如人

意，但毫无疑问，这是唐秦水文工作者留给后人的一部极有价值的文献。

正在源源不断地参加唐秦水文战斗序列的青年朋友们：归根结底，世界是属于你们的，

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唐秦水文事业的前途尤其是属于你们的。人民寄希望于你们，其

中特别包含着老一代水文工作者的嘱托和期待，年青的朋友们，请接受我们一水文老兵盼
同志式的敬礼。

1 988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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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唐秦地区水文志》是一部独立成篇的，兼有专业志和部门志特性的当代新型志
书。

二、全书共分八篇，计：综述篇、业务工作篇、管理工作篇、人物纪传篇、大事本末

篇、测站概述篇、大事记和附录篇。

三、关于综述篇，本篇立意在于网络全局，勾勒特点，综合优差，反映规律。具体内容

主要包含本区河流概况，本区水文工作的特点和优势，以及本区水文工作领导机构的沿革。

四、关于业务工作篇，本书专业志的属性主要蕴涵在这一篇，篇以下设测验、整编、情

报与预报、计算、地下水和水质与泥沙颗粒分析等六章，篇目如此设置，乍看去，工作手段

与工作内容相混杂，体例本身矛盾。然而却与机关科室建制相适应，同本省水文事业发展历

程相吻合，所以不仅易于资料搜集整理，而对读者使用上亦无不便之处。

五、关于管理工作篇，内容含组织机构、规章制度、人事劳资、职工教育，基建设施和

综合经管等六章。本书的部门志属性主要蕴涵在这一篇，本篇和业务工作篇共同构成地区志

的核心部分。

六、关于人物纪传篇，本篇含已故职工、离退休职工、调出本系统职工三章。本系统在

编职工一律不入本篇，篇内的人员名次分别按已故、离退休和调离的年月，排定次序。生不

立传，对人物事迹叙而不议，寓褒贬于记述之中。

七、关于大事本末篇，设置本篇的原意在于按时序汇集当代水文大事，来反映本系统的

工作历程，并与业务工作篇，管理工作篇相互照映。但因资料搜集困难，未能全部体现初

哀。在体裁上兼采第三人称的客观记述和第一人称的回忆，也算是个尝试。

八、关于测站概述篇，测站是水文系统的基层单位，本书作为部门志，特设专篇记述，

具体内容为1985年本区国家基本站网中各水文站的情况综述。

九、关于大事记，采用编年体，通篇作为按时序检索资料的一条经络。

十、关于附录，本篇收录标准一是弃之．HJ惜的资料，二是难入它篇的资料，主要内容含

征购土地纪要、历史洪涝、水文工作方针摘编、论文选萃和本书编写始末。

十—、本书断限，始于部门设建之日，并上溯到1949年(站网建撤上湖到1908年)，下
限截止到l 985年年底。

十二、本书结构层次为篇、章、节、一’(一)。只大事本末篇篇下不分章节，按题直

排正文；大事记按编年体，依时序排列。

十三、本书使用的水文专业术语和计量单位一律执行有关规范的规定。

十四、本书着意体现志书的根本属性——资料性，不仅内容丰博翔实，并有诸如水文站

网、水情年历、人员流水之类“独此一家"的资料；在编I-1上分别按人、按事、按专业、按

耐序、按测站组合成书，极便读者检索查阅，着力成为一部高功能、大容量、多渠道的当代

水文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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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综 ‘述

唐秦地区地处河北省最东部，位于东经11 70 307—119 051 7，北纬39‘037—40。357之

甸，北倚长城，南濒渤海，东和辽宁省相邻，西与天津市接壤。

全区含唐山，秦皇岛两市，面积2】224平方公里，人口846．71万人(1986年统计，下

同)。其中唐山市面积为1 3472平方公里，人口为615．47万人，密度为456．8人／平方公里；

秦皇岛市面积为7752平方公里，人口为231．24万人，密度为298．4人／平方公里，是全省人口

密度较高的地区。 一

唐秦两市原均属唐山地区领导，1984年区划变更，将承德地区青龙县并入秦皇岛，以青

龙河、滦河为界，划分唐山市和秦皇岛市，并实行市领导县的新体制。唐山市辖：丰润、丰

南、滦县、滦南、乐亭、迁西、迁安、遵化、玉田、唐海lo个县，路南、路北、新区、．开

平、东矿5个区和芦台、汉沽两个农场。秦皇岛市辖：昌黎、抚宁、卢龙、青龙4个县，海

港、山海关、北戴河3个区。

河北省

j

6

图1-1河北省唐秦地区行政区划图

本区经济开发历史较早，是京津唐经济大区和环渤海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工业

方面，唐山地区的煤炭、钢铁、建材、电子、陶磁，秦皇岛地区的玻璃、机械、食品等在全

省都有举地轻重的地位。唐山丰富的电力和矿产资源是京、津两大工业城市的主要供应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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