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寥嬲豁塞’水．零
潮≯ Z艇’婚i— S艘U l

菇鼬蕊蠢衬史悫缡纂委鼠鑫罄缱

鏖霪戆@饕攀器舞嚣嚣麓



苏州水利志

苏州市水利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鼙

l

i

萋
：

i

序

余家住太湖之滨，颇知水与人民生产生活关系密切。成长之年，又长期掌管地方农事，除水

害、兴水利，更增体会。调苏主持工作以来，身居水乡泽国，所见所闻、所议所行，几与水政皆有

牵连，故对苏州水患之原委与夫治水之沿革，得以进一步加深理解。愈信水利乃苏州之大事，欲

为苏州人民造福，必须办好水利。

毛泽东主席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当今中央领导人指出，“水利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

产业”。此等至理名言，已被易遭水灾的苏州古今历史所证实。先秦时期，吴地(今苏州)基本尚

属一片洪荒，后经历代劳动人民长期从事开河筑堤，修堰置闸，围滩造地，辟荒成田等水利开

发，使之逐渐成为“鱼米之乡”、。国之仓庾”的。人间天堂”I当代苏州，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广大干部群众坚持不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水利建设，短短数十年，取得了前代未有

的成就，水利不仅是农业的命脉，而且为工业用水、生活用水服务，并与港口建设、水产养殖、水

陆运输、美化环境、农村机电化等等各个部门都有直接关系，保障了苏州市生产持续发展，经济

蒸蒸日上，在解决温饱基础上走向小康。

古人治水，内容广泛，诸如治洪、除涝、灌溉、御潮、防淤、水运、围田、制坍等方面，都作过探

究，尽到努力，取得成效，但限于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水平，难免有不足和错误、失败之处。今人

治水，有方针政策，有规划设计，力求科学合理，成效显著，但也有因调查研究不够，或急于求

成、草率上马、摊子过大而达不到预期效果，造成浪费损失。记载和总结古今治水业绩及其成败

得失、经验教训，十分必要。尤其当今太湖洪水出路问题尚未获得妥善解决，苏州的洪涝威胁还

不能有效控制，水利建设仍任重而道远，更需要学习研究前人治水之道，有助于今后决策。我市

水利部门根据上级有关修志工作的统一部署，组织专门班子，经过12年努力，搜集了近300万

字资料，编写成60余万字的《苏州水利志'，即将刊印成书，公开发行。余观此书观点正确，篇目

清明，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比较实事求是地记述了苏州古今治水史。这不仅是存史需要，亦对

今后治水有重要参考价值，并可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种教材，特为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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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思想性、科学

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记述内容的时限，遵循“统合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上限尽量追溯到事物的起

甥，下限至1990年底(大事记延伸至1995年；1991年大水属典型年份，故水情作记述使用；苏

州市行政区域图与苏州市水利图为1995年状况)。

三、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以1983年实行市管县新体制，苏州市辖六县(市)、郊区地域范

围为主。

四、本志体例，横分门类，纵向叙述，突出重点，体现特色，采用章、节、目结构，加设大事记、

概述和附录，配以图表。图表皆按章编号。

五、本志行文依照国家公布的现行规范，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对于纪年，辛亥革命前用朝

代年号注明公元，民国时期用民国年份注明公元，1949年起一律用公元。

六、本志记述各种称谓，地理名称、政府、官职等均依当时、当地称谓。地名古今不同，加注

今名。1958年乡村两级改称人民公社、大队，1983年又恢复乡、村建置。行文所称的社队，即相

当予乡村。对频繁使用的名称和词组，首次用全称，括注简称，其后用简称，如：中华民国简称

。民国”I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简称党；人民政府简称政府；1949年4月苏

州解放前后，简称解放前、解放后。

七、计量单位名称、符号一律按国务院1984年发布的《关于在我国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

令》的规定书写。历史上使用的旧计量单位，照实记载，有必要换算的加注。

八、本志人物传以“生不立传”为原则，传主收录与苏州治水有密切关系，对苏州水利有较

大贡献或影响的人物，排列先后以卒年先后为序。

九、资料来源，以市档案馆和局资料室的档案为主，一般文内不另加注出处；对一些重要资

料或古籍、专辑资料来源，则采取“页下注”，引文注释规范化。

十、统计数字，新中国成立后，除采用土地资源、水资源调查成果外，一般引用市统计局公

布的数字及地区(市)水利局各个时期的统计资料。由于统计时间、口径、方法不一，在应用中除

有明显差错的进行更正外，均保留原始数据。1983年前，因行政区划建置变化，有些统计数据

难以分割，则采用原苏州地区辖八县(市)的数据，加括号注明。对于数字，除朝代年号和农历日

期用汉字外，一般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十一、文中所用高程(含水位)，均按吴淞基面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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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苏州市位屠长江三角洲，属太湖流域。北东襟长江，西南临太湖。东与上海接壤，西连无锡，

南邻浙江的嘉兴、湖州。现辖六县(市)、郊区，至1990年末统计，全市总面积8488．42平方公里

(含太湖)，水面占42．5％，耕地面积540．48万亩(36．03万公顷)，总人口561．02万人，人均纯

收入2160．87元。 ．

境内气候湿润，雨水充沛，河网稠密，湖荡众多，土壤肥沃，农业生产历史悠久；横有沪宁铁

路穿过，纵有京杭运河贯通，交通便利，经济繁荣。但地处江湖下游，地势低洼，丰水之年上承客

水汇潴，下受江潮顶托倒灌，历称“洪水走廊”。汛期又易遇台风、暴雨、高潮袭击，因而洪、涝、

溃、风、潮灾害频繁。若遇雨水稀少之年，湖河断源，亦缺水受旱。这就使水利在社会发展中占

据着特殊的地位，苏州的经济、文化发展较快，除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等因素外，它与历代劳动

人民长期兴修水利密切攸关。

(一) ．

据历史记载，在春秋战国时期，苏州现有田野大半尚属未开发滩涂，一片洪荒。秦汉之际，

我国史学家司马迁犹称：。楚越之地，地广人稀，火耕水耨”，而“关中之地，已是膏壤沃野千里，

财富居天下什六。”①说明那时两地的农业生产和经济水平相差还远。但自“六朝”@开始，太湖

平原已渐露头角，至唐宋年间，苏州已享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等美称。

公元222"-'581年，中国出现大分裂。南方“六朝”相继建都南京，北方汉族人民因避战乱不·

断南徙，为加快开发太湖流域和苏州地区的水土资源提供了条件。后人对那时的防洪、灌溉、围

田、水运等水利创业活动都不乏记载。光绪《常昭合志》载：南梁大同年间，高乡滨江有二十四浦

通潮汐，资灌溉，而旱无忧；低乡田皆筑圩，以御水，而涝亦不为患，岁常熟，于是把晋代始建的

海虞县改称常熟县。《宋书》称“一郡丰收，可供数郡食用”，可见苏州已有较大变化。隋唐五代，

太湖下游做了很多水利工程，其中与苏州关系较大的有：江南运河的全线拓浚，海塘工程的系

统建立，吴江塘路的兴筑，元和塘、盐铁塘、急水港、青呖港等河道的开挖与疏浚，以及在吴淞

江、昆山塘和元和塘两岸广辟塘浦圩田。这些重要骨干工程的兴办，奠定了苏州市水利基础，对

改善引排航条件，大面积开发利用水土资源，促进农业生产和市场贸易起到很大作用，从而使

苏州经济突飞猛进，赶上和超过关中，成为我国东南地区经济中心之一及京师稻米供应的重要

产地。两宋期间，苏州围田垦殖继续发展，耕地面积大量增加，农业生产水平续有提高，有“苏湖

①‘史记·货殖列传》．

②六朝即孙吴、东晋、宋、弃、蘩、陈六个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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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天下足”和“国之仓庾”之称；但亦因“苏州水田利大”①，出现占江侵湖，盲目围垦，影响引调

蓄泄；东江、娄江废堙，只有吴淞江一江排水，塘浦圩田破坏，防洪能力削弱等自然与人为变化，

致使洪涝旱灾害比唐代有所增多。自此苏州水利由开发创业型逐步转向修治型，如太湖泄洪主

干吴淞江开始裁弯整治；通长江各港浦常有疏导；面广量大的圩田工程则因管理体制的变革而

改为圩民自修；⋯⋯这些使宋代苏州水利变得艰巨而复杂，关心和议论治水的人士增多。元明

清时期，苏州水利致力于继续对排水出路的不断整治，明初夏原吉因见吴淞江下段已淤成平

陆，乃果断地采用“掣淞入浏”和开辟范家浜导淀泖积水出海方案，不失为花工少、收益大、见效

快的应急之策，颇为后人称道。后来范家浜受自然流势日冲月大，逐步形成黄浦江替代吴淞江

为太湖泄洪主干的格局，并为上海港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条件，对促进城乡经济作用很大。但

是通江港浦旋浚旋淤，筑闸又缺乏技术，屡兴屡废，水流的总趋势是渐向萎缩，治理难度加大，

已非当时社会所能解决。鸦片战争至民国时期，苏沪一带为帝国主义势力入侵门户，外患内忧，

民无安业，水利工程长期失修，江堤海塘屡遭破坏。少数年份有所兴工，大都属于灾年过后的修

修补补，新建工程不多，工程基础薄弱，抗灾能力差，农民深受水旱灾害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之苦，农村经济大有江河日下之势。在“天堂之地”却有不少地方是

“小雨水汪汪，大雨白茫茫”；“十年九不收，收点稻穗头”的情景，农民生活极其贫困。

(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遵循毛泽东主席“水利是农业的

命脉”的教导，有目标、有系统、有步骤地积极修治与建设，使苏州水利进入新阶段。40多年来，

坚持贯彻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投资为辅，小型为主、大中小型结合的水利建设方针；采取以防

洪、除涝为重点，全面改善灌溉，治理渍害，进而建设高产稳产农田和吨粮田；加强水利工程管

理，开展综合经营，坚持水利为农业服务，进而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为社会发展服务。在实施

过程中，有经验，有教训，治水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也出现过一些失误和失调，但总观是不断

深化，向前发展的。

50年代前期，主要是全面修复水毁工程。1949年春，国民党军溃退时，江堤海塘严重受损，

其他水利工程设施标准质量也不高。是年夏苏州刚解放，遇到强台风暴雨侵袭，防洪工程被冲

毁。全党全民立即投入抗灾抢险，把修复江、海、湖、河、圩堤列为农业生产的头等大事，花了三

四个冬春进行全面修复加固，初步建立了防洪阵地，为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农业生产作了贡

献。 ．

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水利建设全面展开。一面依靠农业合作化的力量大搞小型农田水

利，一面由国家投资补助举办一批流域性、区域性骨干工程。约花十多年时间，把全市万余只堤

身小、堤线长、渗漏严重的鱼鳞小圩改造成为千亩至万亩左右，挡、控、蓄、排兼施、有利防洪除

涝的联圩；把全市农业排灌，由基本依靠“三车”为主，逐步发展成为机电排灌，有利提高灌排效

能；重点举办太浦河、望虞河、太湖控制线等项目的第一期工程，为治理太湖洪水奠定基础；又

①北宋郏直育：。天下水利莫大于承田。水田之美奠过于苏州”，见‘奏苏州治水六失六得》．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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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浚整治测河、杨林、浒捕、张家港等主要通江骨干河道和数十条中小型通江河港，并建闸控

制，有利于拒潮、防淤，以及畅通引排。但在50年代后期出现过“浮夸风”、。一平二调”和建设步

予过急、摊子过大等问题，致使有些工程中途下马，尾工多，不配套，质量差，造成浪费损失，挫

伤群众积极性。党中央及时提出纠正，并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建设方针。苏

州水利部门于60年代初向社队进行经济退赔，并认真恢复基建程序，强调制订。五年”规划和

分年实施计划，切实贯彻合理负担政策，土方工程实行分级负担和义务工制度，扎扎实实抓了

几年调整配套和处理尾工，使已建工程能充分发挥效益。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水

利机构撤并等原因，大中型工程停了，圩区治理和农田排灌配套缓慢，平原区河道疏浚少；公社

机电排灌站下放，管理混乱，甚至无人管；有些地方盲目围湖造田，片面追求粮食产量等，水利

建设受到较大影响。

进入70年代，苏州水利向高层次发展。毛泽东主席提出：“为了实现我国农业的稳产高产，

必须解决水的问题，把兴修水利作为农业技术改造的首要任务。”党中央、国务院继北方农业会

议之后，又接连召开了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和农业学大寨会议。江苏省于1973年制订公布

建设。旱涝保牧、高产稳产农田”六条标准，此时，苏州地区大部分农田已由稻麦两熟改为稻稻

麦三熟制，很多灌区工程不适应水早作物茬口交错出现的用、排水新矛盾，尤其是三麦渍害严

重，产量徘徊。苏州为建设商品粮基地，地委指出：“三麦不高产，要达吨粮难”，并提出“要产一

吨粮，先造吨粮田”的号召。水利局通过总结同心、卫星、光明以及华西、东亭等一批高产大队的

治水改土经验，提出建设吨粮田为目标的水利标准要求，强调降低、控制地下水位对挖掘增产

潜力的重要意义，推行对现有工程设施合理改造为重要内容的治水措施，发动县、社和大队层

层制定水利建设全面规划，推广绘制三张图(原状、现状、规划)，进行宣传教育，干部群众受到

很大鼓舞，又一次出现水利建设高潮。主要工程是：推广昆山县同心圩“四分开、两控制”(!)的治

圩经验，加速建设联圩工程，为提高圩区抗灾能力奠定扎实基础；把三五千亩、七八千亩用水矛

盾多的大灌区，分期分批改造成千亩左右、送水快的中小型灌区，以适应双季稻灌溉制度的需

要；把原为节省土地推行的灌排合一两用沟改为灌排渠沟分开，丘灌丘排，以满足三熟制的水

浆管理要求；有的地方还把明渠改暗渠，达到省地、省水、省能源；普遍推广塘桥六大队始创的

麦田一套深沟，昆山和常熟等县还试办暗管、鼠道等地下排水管道工程，以防治渍害；改造老河

网，平原区按自然片，圩区按联圩为单元，以利用改造为原则，把原来浅、窄、弯、乱、坝(断)的低

功能河网，逐步改造成有利于引、排、蓄、控、调、航的高功能水系；改造老田块，结合平整土地，

把七高八低、七歪八斜的零星耕地，改造成矩形规格化田块，以提高灌水质量和适应农业机械

耕作，治虫、施肥等田间操作，并提高土地利用率。同时还续办一批大中型骨干河道和堤防工

程。如1974年冬至19．75年春，对江堤、海塘进行全线加高培厚和加快护岸工程建设，以防御

1974年。8．20”型超历史高潮的重现；1975年冬至1976年春，续办浏河拓浚工程；1977年冬至

1978年春，吴江、吴县举办东太湖复堤工程(后改称环湖大堤)；1978年冬至1979年春，举办太

浦河第二期工程。70年代后期，对水利基础比较薄弱的淀泖地区、棉区和山区的治理问题，作

①。四分开、两控翻”是指圩内圩外河分开，高低田(高低片)分开．灌捧沟渠分开。水旱茬口分开．控制圩内水位。控制

地下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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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提出了治理措施和标准，促进平衡发展。这_阶段比较注重实效，正确处理国家、集

体、个人三者关系，贯彻落实合理负担政策，群众治水热情高，发扬“愚公移山”精神，连续大干

四五个冬春，做了较多工程，成效显著，在战胜洪涝、台风、高潮、大旱灾害中显示了威力，并建

成大批‘‘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但也有少数乡村规划不当，或者“书记调动，规划重弄”走了

弯路；有的偏于重形式、。一刀切”，开了不应开的河道，出现“双轨河”、。姐妹桥”，造成一定损

失。

80年代，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农村经济改革全面展开，在农村经济新旧体制交替过程

中，水利建设一度遇到难题。集体化水利工程的修建、管理、使用与农业分户经营不适应，有些

地方一度出现拆站甚至毁渠、填沟，改用流动小机泵，事故多，不安全，灌溉不及时，冬春兴修水

利工程，劳力难组织，资金难筹集，工程用地难调度等。后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

干问题的决定”和1982""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五个一号文件的下达贯彻，使问题

又逐一解决。水利部门抓好自身改革，转变观念，因势利导，使水利事业逐步适应经济改革形势

的要求。首先广泛宣传坚持“农业为基础”、“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的思想，和兴修水利对农业生

产发展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迫切性，提高农民关心爱护水利工程和水利投工的自

觉性；同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建立健全乡水利管理站(机电排灌站)和村水利服务站，建立各

种专业队伍，实行专业承包责任制，正确处理统、分关系，坚持统一管理，强化法制管理，确保工

程安全运行，使各农户责任田的灌溉排水有保证，防洪安全有保障，把一家一户不好办、办不好

的事管起来，并提高服务质量；不断改善经营，全面推行企业化管理，自1983年起大中小型水

利工程逐步改无偿为有偿服务，从低偿服务进而按经济效益和商品经济规律核定收费标准和

服务人员报酬。各级水利部门积极开展综合经营，增加收入，增强后劲，稳定队伍；更加严格执

行合理负担政策，每年每个劳力承担义务工15个工日左右，投工者得益，不投工者折款抵劳，

联圩工程按圩内农副工三业共同负担，农田水利投资除国家补助外，采取“以工补农、以工建

农”和多渠道、多层次集资，实行国家办水利、人民办水利、社会办水利。通过一系列改革，很快

恢复了正常秩序，奋战八年的太湖复堤工程全线竣工。全市从1984年起普遍对沟渠和圩堤工

程大整修，护岸工程建设步子加快，对超期服役或无法修复的排灌设备与涵闸，开始有计划的

分批更新换代；沿江乡村重视疏浚淤浅河道；棉区，山区和蔬菜基地的水利建设得到加强，省主

管部门重点支持吴县常绿果树基地建设，建造了较多的提水上山灌溉工程⋯⋯等。并加快科技

兴农、科技兴水的步伐，水利科技硕果累累。“七五”期间，全市水利建设范围之广、进展之快、质

量之高、效益之好，都是农业生产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未曾有过的，不仅恢复提高已建工

程的效益，而且有所创新和发展。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州水利从抗灾保产发展到促进增产，从治理地面水发展到治理

地下水，从治水改土发展到综合治理，从建设高产稳产农田发展到建设吨粮田，经历了一个漫

长的过程。41年来，全市水利建设总投资为6．23亿元，其中国家投资1．99亿元(含省市)，县

投资1．21亿元，乡村自筹3．03亿元；累计完成土方17．76亿立方米，石方627．65万立方米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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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693822．4立方米；建成大中小型(倒虹吸以上)水工建筑物49745座，到1990年止，逐

步建成防洪、除涝、抗旱、挡潮、降渍五套工程体系。

长江堤防166．52公里(包括海塘、江堤、洲堤)和闸外港堤68．20公里，堤身标准全线达到

顶高8．8米(超历史最高潮位2．5米)，顶宽5---6米，外坡l：3，内坡1 t 2，并建立多种护堤、

护塘工程62．38公里，块石护坎、护滩工程45．35公里，护岸丁坝21条等永久性或半永久性工

程。基本上可抗历史最高潮位同遇10级风力(强热带风暴)和暴雨的袭击，成为沿江防汛挡潮

的可靠屏障。

太湖堤岸152公里，堤身标准达到顶高7米，宽5米，外坡1；2．5，内坡l：3，并建块石护

堤工程73．7公里，建成4'--6米孔径的防洪闸与套闸31座，它是太湖流域治理规划骨干工程

之一，对保障苏州淀泖、阳澄圩区200多万亩农田，以及苏州市区和一百多个乡镇的防洪安全，

有着重大作用。

圩区原有近万只鱼鳞小圩，已陆续建成联圩782只，保护耕地面积27Z万亩，占圩区总耕

地面积的94％。防洪圩堤(包括小圩)总长5634公里，其中已达到抗御历史最高洪水位标准的

有4834公里，占总长的86％，建成圩口闸2272座，圩内分级闸365座，分别达到规划数的

87％和75％，使大部分联圩能挡洪、预降控制内河水位，成为苏州圩区人民抗洪除涝的坚强阵

．地。

引排水系网络基本形成，由流域、区域性、县级、乡骨干河、中心河、生产河六级河道组成。

通过并港建闸和水系整治，全市41条通江河道均建涵闸控制，内部河网基本经过改造。其中拓

宽浚深的重要骨干河道有浏河(含娄江)、七浦、杨林、白茆、浒浦、望虞河、十一圩港、张家港等

8条，这是苏州境内调节江湖水源的主动脉。据实测资料统计，8个闸的年平均引水量为12．62

亿立方米，引水最大流量为2389立方米／秒；年平均排水量为29．30亿立方米，排永最大流量

为1446立方米／秒。基本可以做到遇旱水源不缺，遇涝加快排泄，并可通过大引大排，改善水

质。

实现灌排机电化。至1990年底，全市灌排动力保有量达39．29万千瓦，筑明渠14．41万

条，建地下槊2091．37公里，建沟渠配套建筑物28．82万座，灌溉面积539．06万亩，喷灌面积

近万亩。全市稻田灌溉模数平均达到每万亩2．0～2．5立方米／秒。联圩排涝模数平均达到每

万亩5．67立方米／秒。

田间工程基本配套。到1990年底，全市累计完成平整土地、格田成方面积461万亩，占总

耕地面积的85％；灌排沟渠配套面积436万亩，其中灌排分开面积320万亩。为适应高产栽培

和机械耕作创造了条件。

按照省订《农田水利六条标准》验收，1990年止，全市抗旱能力达标农田占97．5％，防渍能

力达标农田占97％，圩区防洪能力达标农田占87％，排涝能力达标农田占85％，已建成基本

达标的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467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86．3％，其中符合吨粮田标准的有

62万亩，使农业生产持续发展，效益显著。

农业增产效益：解放前，苏州虽有“鱼米之乡”的美称，但很多土地只能种一熟，产量低、百

姓穷。新中国建立后，粮食生产由一熟变两熟，两熟变三熟，实现了“三麦赶水稻，水稻翻一番，

水稻达千斤”的指标。全市粮食总产，1949年为8．4亿公斤，50年代平均为14亿公斤，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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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为18．23亿公斤，70、80年代平均为26．22和26．43亿公斤，1990年达到28．35亿公斤。

．全市粮食平均亩产，1949年夏粮31公斤，单季稻166公斤；1990年夏粮255．2公斤，单季稻

517公斤，早稻和后季稻达383公斤和360公斤。棉花，全市平均亩产1950年为11．6公斤，

1990年达到74．25公斤，增产5倍；年总产1950年为7．27万公斤，1990年达到3693万公斤，

增产4倍。油菜籽亩产也从1950年的27．9公斤，提高到1990年的127公斤，增产3倍多。

典型灾年抗灾效益：防洪挡潮工程，1949年夏季台风、暴雨、高潮并袭，江湖河堤全面崩

溃，淹没耕地300多万亩，淹死3000余人，灾情惨重。解放后，沿江人民连年修复江堤，经受了

1974年“8．20"高潮、洪峰、台风和大雨并袭的考验，未淹死一人，受淹农田仅2万余亩，实用防

汛物资总的耗费折算值为250万元，使罕见灾害损失大为减轻。全年粮食和棉花总产分别达到

27．27’亿公斤和3306万公斤。江堤海塘经1975年全面加高加固，再遇1981年强台风加超历

史高潮袭击，沿江农田基本没有受灾，仅耗费抢险物资约6万元。引排骨干工程，测河及闸、娄

江工程总投资1500万元，工程建成后，遇1977年7号台风倒槽造成的强暴雨，太仓东部和昆

山东南部11小时降雨300毫米，受淹农田94万亩，两天排除涝水，使作物灾情减轻，据当时计

算，受益价值为2000余万元，一次抗灾受益就可收回工程投资。1978年大旱与1934年相仿，

1934年河塘干涸，传说在娄江河底挖井取水，而1978年沿江涵闸引水53．31亿立方米，浏河

闸瞬时最大流量872立方米／秒，苏州运河水位在农田大量用水季节，保持在2．6米左右。1978

年粮食年总产达29．42亿公斤，比70年代前8年平均数净增粮食4．26亿公斤，遢早不灾说明

建国后通江各港浚河筑闸引潮抗旱的巨大效能。

综合效益：水利是兴一业、利百业的事业，它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兴修水利，

一土多用，综合开发。结合水利植树造林4700余方株，筑起农业防风林，有利于水土保持，保护

生态环境；开挖渔池21万余亩；大中型骨干河道与闸的规划布局、设计标准，均考虑航运要求I

乡村小型河道均考虑农船航行要求，力争船到田头和村庄；兴筑长江堤防和太湖大堤．结合开

挖顺堤河，以利避风，方便群众生产、生活和运输安全。挖河、筑堤、筑渠结合修筑机耕路、公路

1．48万公里，发展陆路交通，使农村经济由封闭型转为开放型，促进农村商品生产发展，开发

旅游事业；机电排灌的发展，实现了农村电气化，促进农副业机械化，把劳力从三车中解放出

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乡村工业的发展；消灭钉螺37．85万亩，预防血吸虫病感染，增进人

民健康，保护劳动力；同时，规划新建大批农民新村，改善和提高了农民的居住条件，这些对促

进乡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起到积极作用。还有，水利系统利用自身的资源、设备、技术、

人才开展综合经营，1990年全市水利系统综合经营产值达20717．5万元，年利润1487．6万

元，与。六五”期末相比，产值和利润比1985年分别增长1．15倍和0．40倍，正走向自我积累、

自我武装、自我发展的道路。

苏州水利，从古到今，经过开发、修治、建设，对发展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41年中，苏州水利建设的成就，远非以往任何朝代可

比拟。它对农副业生产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和保障作用，亦积累了不少经验值得今

后借鉴。但由于太湖流域综合治理规划实施步骤慢，太湖洪水出路尚未根本解决，洪水灾害对

苏州市威胁依然严重。加之建龄较久的水利工程和机电灌排设施等，经长期运行，日趋老化，需

要不断更新换代。还要把水利提高到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战略地位。苏州市的水利建设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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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不懈，继续努力，这是历史赋于一代又一代水利工作者的神圣职责，他们将为振兴中华，造

福后代作出新的贡献j

1949～1990年苏州市水利t设投资和完成工程■囊

历年水利建设投资(7／元) 历年完成工程量

年份 其 中 土方 石方 混凝土
合计

中央、省、市 县 乡村自筹 (75立方米) (7／立方米) (立方米)

49～90年 62257．48 19846．14 12125．71 30285．63 177546．65 627．65 693822．4

1949 25．92 12．74 12．6 O．58 105．55 0．35 20

1950 199．05 167．2 30．35 1．50 719．87 8．1l 143

1951 54．42 44．07 9．15 1．20 365．12 2．33 207

1952 69．18 4,t．57 16．86 7．75 569．52 3．14 1108

1953 97．46 73．18 15．98 8．3 437．29 4．28 380

1954 157．77 78．33 67．22 12．22 542．75 14．91 212

1955 91．29 55．26 13．13 22．9 888．35 4．20 565

1956 205．85 225．94 32．12 37．79 1775．93 4．57 308

1957 331．18 175．42 49．84 105．92 961．23 6．59 698

1958 811．12 254．74 158．92 397．46 7346．25 8．63 1337

1959 1463．78 695．07 146．94 621．77 5779．58 4．80 11321

1960 1247．78 549．42 282．25 416．11 2877．61 9．65 2503i

1961 485．15 223．57 114．97 146．61 484．55 3．02 2469

1962 638．08 421．83 114．88 101．37 1098．50 4．77 4600

1 963 589．98 293．86 239．89． 56．3 1136．28 7．15 7591

1964 627．06 210．72 Z51．33 165．Ol 1404．76 9．87 10878

1965 655．72 129．08 279．34 247．3 1860．90 11．03 17549

1966 525．31 64．19 182．64 278．48 1977．88 9．43 12501

1967 476．05 91．27 129．57 255．21 145'／．23 8．65 12627

1968 263．14 69．98 56．36 136．8 1304．93 3．57 4595

1969 421．32 53．14 156．22 211．96 1655．38 7．49 9397

1970 569．36 180．1 177．02 212．24 1750．02 17．23 5948

1971 825．2 182．05 221．9 421．25 2039．89 30．43 10075

1972 988．33 341．0l 205．79 441．53 2391．79 23．20 1018l

1973 1339．09 414．21 270．71 654．17 3883．23 26．73 20131

1974 2102．55 448．58 344．44 1309．53 5977．32 39．71 30861

1975 2314．92 772．09 322．55 1220．28 l0075．41 32．80 27467

1976 2524．3 505．73 372．09 1646．48 18685．40 51．28 37263

1977 2744．88 529．5 686．8 1528．58 18412．14 24．81 28341

1978 2699．19 825．34 404．85 1469．o 16811．30 17．42 32817

1979 2234．51 890．35 ,145．08 899．08 10969．60 32．04 25'．22

1980 1941．50 878．04 。378．16 685．30 11734．22 29．04 1978,1

1981 1709．99 769．38 365．35 575．26 5923．1l 13．06 27962

1982 1380．89 440．69 369．92 570．28 3012．20 17．88 23622

1983 1636．35 672．16 382．51 581．68 2928．16 20．67 18692

1984 2825．58 1158．67 588．03 1078．88 3529．28 33．55 60459

1985 2659．52 1117．95 362．51 1179．06 4147．70 27．48 36805．4

1986 2063：94 633．97 497．04 932．93 3548．oo 11．oo 1750l

1987 2564．30 864．52 269．29 1430．49 3916．oo 8．00 13722

1988 3278．15 752．70 554．20 1971．25 4111．41 15．14 57658

1989 6608．49 1497．88 1108．41 4002．20 4193．94 8．10 21717

1990 7719．83 2037．64 1438．57 4243．62 4730．12 11．54 44057



大 事 记

夏

禹(公元前21世纪)① 战国时人作《禹贡篇》载，“三江既入，震泽底定”。震泽是太湖名。

三江的解释，自古以来众说纷纭，晋顾夷《吴地记》和庾仲初《杨都赋》注称，《禹贡》三江就是太

湖下游的吴淞江、东江、娄江。

．．
商

季(公元前1122) 吴泰伯开渎，后人名日泰伯渎。即今无锡县伯渎港。 、．

周

周敬王六年(公元前514) 吴王阖闯命伍子胥筑阖同大城(即今苏州城)，伍子胥立水陆

城门各八座，沟通苏城内外河流，开创了苏州城市水利的先例。

周敬王二十五年(／k元前495) 吴王夫差欲图北上争霸，役夫开河运漕，自苏州境经望

亭，无锡至奔牛镇达于孟河，计长170余里。此为江南运河最早开挖段。

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 越大夫范蠡伐吴，于苏州西北开漕河转馈。后人名日蠡渎、蠡

湖，亦称常昭漕河。

庄襄王二年(公元前248) 楚春申君黄歇徙封于吴，治水松江，导流人海。又封闭苏州城

的胥门水门和增辟葑门水门，整治城内部分河道。

秦

始皇帝(公元前221公元前210) 南巡至太湖地区时，从嘉兴起“治陵水道到钱塘(今杭

州市)通浙江”@，一般认为这段陵水道就是江南运河杭嘉段的前身。

汉

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 相传吴王刘湃为运盐铁，役夫循沿海古冈身内侧开凿成河，冠

名盐铁塘。唐代又在盐铁塘东岸筑斗门、冈门，既可堰水于冈身之东灌溉高田，又可遏冈身之水

倒灌危害冈西之塘浦圩田，为中国历史上较早的高低分开治理工程。

武帝(公元前140""公元前87) 沿太湖东缘开运河通闽越贡赋，首尾亘百余里，接通了江

南运河的苏嘉段。

①蓖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载。夏朝从禹到桀472年，为公元前2033～公元前1562．

⑦东汉袁康t‘越绝书·吴地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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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

大业六年(610) 隋炀帝敕开江南运河，自镇江至杭州号称800余里，河面阔10余丈，可

通龙痔。

唐

贞元八年(792) 苏州刺史予哇哽重修荻塘，开疏两岸沟渠，以利灌溉；又于塘上广植树木，

以便牵挽。民颂其德，易名颅塘。

元和二年(807)苏州刺史李素督开常熟塘，自苏州齐门起北达常熟，长90里，名元和塘。

元和五年(810) 苏州刺史王仲舒沿太湖东缘运河西侧筑堤为路。时松陵南北皆水，无路

抵郡，至是北路始通。元和十一年，王仲舒又建宝带桥。

宝历元年(825) 苏州刺史白居易沿虎丘山南麓凿渠筑堤，吴人谓之白公堤，后亦称十里

山塘。

五 代

贞明元年(915) 置都水营田使，主水事，募卒组织撩浅军，专业治筑堤。

宋

天禧二年(1018) 江淮发运副使张纶督知苏州孙冕疏常昆诸浦，导太湖水入海。

天圣元年(1023) 苏州水，环太湖外塘。八月，诏两浙转运使徐爽、江淮发运使赵贺董其

事。自市泾(今王江泾)以北，赤门(今葑门)以南，筑石堤90里，建桥18座。次年4月塘成，复

良田数千顷。 ，
．

景事占元年(1034) 连年大水，良田荒芜。知苏州范仲淹亲临灾区视察，以官粮募饥民兴修

水利，督浚茜泾、下张、七鸦、白茆、浒浦五大浦，使诸邑之水东南入吴淞江，东北入长江与海。

庆历二年(1042) 苏州通判李禹卿继又筑长堤界于太湖东缘南端，横贯五六十里。八年

(1048)，吴江知县李向又建利往桥(又名垂虹桥、长桥)，沟通松陵至平望的陆道。自此，太湖东

缘形成一条南北贯通、水陆俱利的塘路，史称吴江塘路。

至和二年(1055) 昆山主簿邱与权重筑昆山塘70里、建桥52座。时苏昆间均为沼泽，人

舟难行，自唐代起，官民数欲筑之，皆因工艰未果。工罢，邱作《至和塘记》，以志纪念，并易名至

和塘。 ．

嘉裕四年(1059)诏置苏州开江兵士，立吴江、常熟、昆山、城下四指挥。主事河道撩浅、岁

修之责。
’

嘉裙五年(1060) 转运使王纯臣，请令苏湖常秀四州各县官教诱受益户自作塍岸。塘浦大

圩古制隳坏后，修圩由民自办从此推行。

熙宁二年(1069) 十二月，颁《农田水利约束》(即《农田水利法》)。

熙宁六年(1073) 五月，杭州於潜令郏直上书《苏州治水六失六得》及《治田利害七论》。十

一月，命郏室兴修水利，然措置乖方，民多愁怨，仅一年罢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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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六年(1083) 枢密院裁定苏州开江兵役800人，专治浦闸。

元韦占三年(1088)宜兴人单锷撰《吴中水利书》，议复太湖上游五堰以节水，凿下游吴江塘

路，为木桥千座，以泄太湖之水，但事不果行。

政和六年(1116) 诏户曹赵霖相度平江三十六浦，择要而疏，导水归海，依旧置厢。役兴而

两浙扰甚，翌年4月罢役。

宣和元年(1119)立浙西诸水则碑。吴江水则碑立于垂虹桥亭北之左右，左碑为横道碑，

右碑为竖道碑，分别记录水位及发生时间。此碑为太湖及湖东地区最早的水文测量标志。

绍兴二十九年(1159)监察御史任古督浚平江水道，从常熟东栅至雉浦入丁泾；开福山塘

自丁泾口至高墅桥，北注长江。是年，知平江府陈正同报经户部奏准禁止围垦湖田，并立界碑，

约束人户。

隆兴二年(1164)七月，平江大水，浸城廓，坏庐舍，淹圩田，决堤岸。人操舟行市累数月。

八月，知平江沈度，役夫浚浒浦、白茆、崔浦、黄泗、茜泾、下张、七鸦、JIl涉、杨林、掘浦等常昆十

浦。用工322万个，用钱33．7万缗、米9．67万石。

乾道五年(1169) 增置平江撩湖军民，确定太湖管辖范围，不许人户佃种茭菱等阻水易淤

的水生植物，以畅河流。

淳熙元年(1174) 提举浙西常平薛元鼎督开茜泾、七鸦、下张等浦及运河。是年，平江府知

府韩彦左与浒浦驻军戚世明，组织军民开浚浒浦港。

淳熙二年(1175)立庸田司于平江，专责苏州的水利工程。是年，平江知府陈岘开浒浦，浚

塘筑堤，植柳一万株。 、

淳熙十三年(1186)常平提举罗点，以淀山湖泄水诸道为戚里豪强侵占为田，宣泄不畅，

民田积水，上疏开浚，从之。民闻欢跃，不待告谕，各带粮合伙先行开挖。积水骤退，复为良田。

嘉定十年(1217)知平江府赵彦肃疏锦帆泾，纵横四出，以达运河，建桥55座，开河1190

丈，计工3万，费钱3千余缗。

景炎元年(1276)大桥镇(在今张家港市)千总集议围垦，得七房庄吴氏赞助，围田3万余

亩。此为苏州境内长江新沙区最早一批围垦。

元

至元十六年(1279) 时局不稳，盗贼蜂起。为防掳掠，苏州河港多为钉塞。仅吴江长桥筑

塞50余丈，吴江塘路36座桥洞大部钉断或坝塞，致淀山湖东小漕、大沥等处，湖沙壅积数十里

之广，复被权势占据为田。

至元二十四年(1287) 苏州水灾。宣慰使朱清喻上户循娄江故道开浚，导水由刘家港人

海，并通海运。

大德二年(1298) 置浙西都水监庸田使司于平江路，专主水利。

大德十年(1306) 行都水少监任仁发役夫大浚吴淞江下游段。

至大元年(1308) 江浙行省督治田围之岸，岸分5等，高止7尺5寸，低止3尺，以水与田

相等，地分高下为差。此为苏州修圩堤有统一防洪高程的开始。

天历二年(1329)吴江知州孙伯恭以巨石大修吴江塘路，并相其地势，凿水窦133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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