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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l

序

· “综合治理旱涝碱成”，作为根本改变黄淮海平原农业生产面

貌的一个长期方针，或作为一项战略措施，已是人们共识。很多专

家、学者发表了颇有见地的论文；有关省、地、市，县领导机关和

业务部门已结合本地的条件制定了治理规划，正在逐步落实，从而

迅速改变着这个地区农业生产的落后状态。这个地区原来基础差，

潜力大，但发展很快，不久的将来就可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棉基

地．

南皮县是这一地区进行。综合治理旱涝碱成”的发源地之一，

并为具体落实这个正确措施提供了成熟的经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南皮县的自然条件很恶劣，自古就是一个贫穷的县份，人民生活

十分困苦。但南皮人民有志气，自古以来就与旱涝碱进行着顽强地不

屈不挠地斗争。但在旧社会终因受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等条

件的限制，虽付出的代价很大，但收效甚微，有时甚至得不偿

失。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南皮县党

政机关和有关业务部门曾组织领导全县人民，为根本改变南皮的面

貌作了长期不懈地努力，并取得了前无古人的巨大成就．总结

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误的教训，正在不断地把水利事业推向前

进。

我作为河北省一名水利工作者，虽然谈不上对南皮水利事业有

什么贡献，但可以作为南皮通过兴修水利逐渐改变面貌的见证人。

回忆自己40多年参与水利建设的历程，曾在4个年头内先后5次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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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皮，每次看到的景象都和上一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第一次到南

皮是建国初期的1950年春天，参加南运河附近的灌区测量，目睹南皮

西部地区，高地白茫茫，洼地水汪汪，是一派凄凉景象；第二次是在
1 5年以后，揭开根治海河序幕的1 965年，我作为省水利厅驻沧州专区

宣惠河疏浚工程指挥部工作组成员，多次到各县工地总结经验，了解

情况，看到南皮县虽然工程较多，但干部民工干劲十足，信心百倍，

完成的工程质量很好；第三次是同年秋天，宣惠河疏浚工程竣工

后。当时由于坚持自力更生，勤俭治水，全部工程搞得多快好省，

成为勤俭治水的典范，新华社派3名记者前来采访。我作为省根治海

河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情况，提供资料，并陪同前往孟

村、盐山、南皮等县实地观察。当记者们亲睹刘夫青附近的金沙岭

段大难度的土方工程后，都赞叹不已；第四次是1976年秋天，正当

鸟马营试区初具规模，并且显示出巨大效益之后，我作为参观团成

员，学习了试区取得的经验，领略了不毛之地长出好庄稼的美好景

象；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在1 982年春夏之交，我作为河北省抗

旱工作组成员到沧州地区5县工作，其间走访了南皮几个公社和大

队、生产队。所到之处，只有旱情，不见旱象；所有水井、河渠，

坑塘的水源和能够抗旱的机械、工具都利用起来一起抗旱，小麦和

春播作物长势喜人。昔日那种“白茫茫、水汪汪”的凄惨景象早已

被金黄的麦浪和翠绿的碧波所取代。

温故而知新。前人之鉴，后人之师。历史赋于水利史志工作者的

责任，就是把历代人民群众进行水利建设的成就，经验和教训如实地

记述下来，传于后世以供借鉴。《南皮县水利志》正是为适应水利

事业继往开来的需要应运而生的。

王玉良同志是一位民间文学作家。他主编的这部志书，语言朴

实，简洁流畅，通俗易懂，不仅资料翔实，重点突出，而且编排科学，

有所创新。比如民间谚语，一般单设章节，集中收录，而本志则

按内容分类附于有关章节之后，使志文谚语两相对照，既增强了可

读性，又利于加深理解，很有新意。 ．

三句话不离本行。作为水利工作者，谁都愿水利事业兴旺发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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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水利史志工作者，无不希望史志书籍能更好地发挥存史、资

政、教育作用。当然，我也不例外。

本志成书之时，王玉良同志要我作序。我撰而未成，权以上述

寥寥数语代之．

刘 卿。谨识

1 990年3月1 5日 于天津

刘卿，河北省深县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农田水利专修科，工程师，长期从事水利事

业，中国江河水利志研究会理事。曾任河北省水利志总编辑。主编河北省水利史志刊物

《燕赵水利春秋》。



序二 1

序 二

旧志记载，南皮昔为九河下梢，海退之地，斥卤之域，不生五谷，

唯产硝盐。翻开南皮的历史，洪，涝、旱，碱，灾害频仍。勤劳勇

敢的南皮人民自古以来就和水旱灾害顽强斗争，至今尚存一古河残

堤，横贯县境东西，似精神丰碑，激励我们后人．清初，为排除县

境洪涝灾害，李皋村乡民李应元身背干粮，走京进府，诣阅上陈，

遂开挖了宣惠河．新中国成立以后，南皮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挖河筑堤，打井修渠，战天斗地，南皮旧貌变新颜。40年来的

治水成就，超过前人几千年，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10年，成就更为突
出，水利工作成为全省水利系统的先进典型。现在全县河渠交错成

网，机井星罗棋布，基本做到了旱能浇，涝能排，旱涝丰收。由于此，

为了总结经验，县水利局编辑出版了《南皮县水利志》，这是南皮

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水利专志，是功在千秋的事业．

水是生命之源j水利是基础产业。水利在国计民生中占有极

为重要的地位。但是，世界万事万物都有个度，人类离了水不行，

水多了又会为惠，亦会给人民群众带来损失和灾难。人类为了生存

发展，和水进行斗争，变水害为水利。我们南皮县的治水历史，有

丰富的经验，也有值得吸取的教训。以史为镜，可知得失。《南皮

县水利志》给我们提供了治水的历史借鉴。

《南皮县水利志》观点正确，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体例较为完

备，具有科学性，资料性·这是编者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结果。

《南皮县水利志》语言文字也较为通顺流畅，有一定的可读性。

在编写本志的过程中，编者工作认真、勤奋，乐于吃苦，笔耕不

轻，除完成本职工作外，白天经常骑自行车查看河渠工程，和老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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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掌握第一手资料。晚上则挑灯苦战，汗湿稿纸。历经数年，

几易其稿，终于脱稿出版。这种事业心和责任感是值得称道

的。
一

盛世修志．修志的目的在于应用。我们希望从事农业，水利工

作的同志认真读一读这本专业志书，定会受益匪浅。从事其他工作

的同志也可翻一翻，了解一下我县的治水历史，多长一些水利方面

的知识，因为水和我们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中共南皮县委书记 胡雅轩

南皮县人民政府县长 宋国平

’

199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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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在《南皮县水利志》付梓出版之际，掂着一摞沉甸甸压手的

书稿，心情还真有些激动。三句话不离本行，说句水利专业术语，这

也是竣工一项水利工程吧。．而且可谓一项大工程。历时6年，搜集资

料，撰写志稿，研讨修改，数易其稿，终于脱稿付印，真是可庆可

贺。

我工作20多年，做水利工作就近20年，也算是老水利了吧，对

水利工作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水是生命之源。水利是基础产业。建国

40年来，南皮水利工作在曲折中取得了注目的成就。尤其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以来，成绩更为突出，成为省、地水

利系统的先进典型，正如志稿中所说，建国40年来的成就胜过过去

几千年。难道不是吗?尽人皆知，1992年春季没下过一场透雨，小

麦仍获得好收成，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这是有目共睹的。如

在过去，还不是像旧地方志所载的那样， “赤地千里”、 。人多流

离”、 “饿殍载道”吗?这样的巨变，是党正确领导的结果，是众

多的水利工作者用血和汗挟来的。有的同志甚至为水利事业献出了

最宝贵的生命。我们应该为他们树碑立传，将他们的业绩流传下

去，以激励后人。

志书记载了水利事业的丰功伟绩，讴歌了中国共产党，歌颂了

社会主义；记述了水利事业的兴衰起伏，成败得失，总结了经验，同

时也总结了教训；志书资料翔实，富有实用价值。志书的语言文字

也较为简练，同时配有多幅照片和插图，可谓图文并茂。希望水利

工作者认真读一读：看一看，也欢迎各级领导和从事其他工作的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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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浏览浏览，并欢迎提出批评意见。志书还在初稿时就给防汛工作提

供了借鉴。我想，随着时问的推移，今后资政育人的作用会更大。

这本志书3077字，编志的同志仅有2人，后来只有兼职的1

人，但成书的速度不慢，质量也是不错的，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足

见他们的拚搏精神。

刘金征

1 99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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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警南皮县水利志》是南皮县第一部水利专志。本着统合古
今、详今略古的原则撰写。

。’

二，本志上限尽量追溯到有资料记载的事物发端，下限断于
1 986年，为求得记述事物的完整，下限以下发毕的雷粤喜件写至橱’

兰譬为些。，苎苹的地理范围])．J,1986-．生r-的行政区划为准。历史上曾唐、
南皮，现在仍有联系，且有价值的资料，也酌情收录。

。 一”

、，，。詈，本毒曹主体以治理水害，开发水利的主要门类立章，采用
章节体，正文共1l章，各章正文前设无题小序。

～ 一”

．． !：，查烹拳末附有资料索引．正文中凡引用古代资料均注明出
咎，，亳哆资．磐来源于数处，注主要的一二种。凡引用县恙妥料：。罘
娑本县或外县，均为民国版本，不再注明；否则注萌破‘皋辜

。．．孚、．为丰富志书内容，对于古代灾害资料适当外延。凡邻县遇
有特夺旱，，学灾害，而南皮无记载者，亦参照其资料酌情收录。
。，．／、’，芑毒涉及明刀L构一律授当时的称谓。机构第一次出现时用
全称，注明简称，以后用简称。

出 圭’1．娈毒睾零生不立传的惯例，对有治水业绩的故人专题记
载，有业绩的生人采用以事系人的方法表述。

～。一

。。全、．，譬人民誉和国简称新中国。 “建国前”指1 949年以前，
。建国后”指1949年以后。。

’ ⋯

旮，本志采用高程一般注明，。不作注的为大沽高程。
m ?，本事多释，简单的采用文中夹注，较繁的采用脚注，用
①②⋯⋯表示。

。～。’个一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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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数字用法和计量单位按1987年国家语委等7部门规定书
写。有的为保持文献原貌，仍沿用历史用法。数字不分节．立方

米简称立米。
‘

十二、1945年(南皮县城解放)以前的纪年，用当时的习惯纪

年，注明公元年号。1945年以后，用公元纪年．公元前年号记为

“前××年一；公元后年号，简略搿公元”二字。

十三、南皮县，沧县，黄骅县、盐山县，分别简称南、沧、黄、
盐。宣惠河以北、以南，按习惯简称宣北、宣南；南运河东部、西

部，简称运东，运西；泊头市，简称泊。泊头东部简称泊东；深机

井简称深井，浅机井简称浅井；南皮县乌马营盐碱地改造试验区，

简称盐改试区；南皮镇旧称城关镇。木桥曾称穆家桥，木架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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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皮县地处黑龙港流域下游，沧州地区南部，西界南运河与泊头市毗

连，东望渤海，与盐山、孟村二县接壤，北与沧县相邻，南隔漳卫新河，

与山东省乐陵、宁津二县相望；西南与东光县交界。1986年东西长42公

里，南北宽30公里，总面积789．9平方公里，耕地面积713101亩，辖5镇

13乡，312个行政村，298个自然村，1个自然镇，人口29．3万，其中农业人

口28万。

南皮历史悠久。据宋代《太平寰宇记》载，春秋时，齐桓公北伐山戎路

·经这里，因缮修兵马用的皮革，在离今南皮城东北5公里处筑一土城，称为

皮城。因其北有北皮亭(故址在今沧州市南)，故后人称为南皮。秦始皇二十

六年(前221年)置南皮县，北魏太安四年(458年)因古皮城屡遭

战乱，城毁人散，移县治于现址。抗日战争时期划归山东省，1952年归属河

北省沧县专区，1958年12月并入交河县，1961年秋恢复南皮县。1986年隶属

河北省沧州行署。南皮自古为名人荟萃之地，西晋的巨富石崇、唐朝的地理

学家贾耽、晚清军机大臣张之洞均为南皮人。

县境属古代海退地，黄河冲积内陆平原与滨海平原的过渡地区，为华北

平原的冀中平原。平坦，多缓岗、碟形洼地和槽状洼地，自西南向东北古河

床、洼地、沙垄、沙岗呈指状排列，全县有西南一一东北方向的3条金沙岭，

是南皮县的高上地带。全县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坡降为1／8000至

1／20000，海拔(黄海)高程在5．8—15．4米之间，最高处为肖桥村西，最低

处为年涝洼，全县平均海拔9．5米。主要河流有南运河、漳卫新河、宣惠

河，县北部有河北省有名的大浪淀。

南皮属半干旱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季(3—5月)少

雨多风，气候干燥，有“春雨贵如油”的谚语，早春常有寒流侵袭，形成倒

春寒，有时出现霜冻，夏季(6—8月)炎热多雨。初夏常有干热风，对小

麦影响很大。麦收后多不降雨，群众称晒麦茬，个别年份晒40天，常出现伏旱。



’·二· 南皮县水利志

在干旱严重时，往往暴雨骤至，形成沥涝，秋季(9--11月)气温下降，但中

午炎热，俗称为“秋傻子"，常常缺雨，称为秋吊，偶尔出现秋涝；冬季

(12—2月)寒冷多风，雨雪稀少。多年平均降雨量568毫米，最高年降雨

量为1964年1199．1毫米，最低为1965年254．9毫米，年内分配很不平衡。四

季降雨占全年降水的比例是。春雨10．2％，夏雨75．3％，秋雨12％，冬雪

2．5％。由于雨量分配不均，非旱即涝。

． 南皮全年日照时数2938．6／l,时，年日照率66％，总辐射量133．6千卡／

平方厘米。多年平均气温为摄氏12．3度，最热为7月，极端最高气温41．4度；

最冷为1月，极端最低气温摄氏零下23．2度。多年平均无霜期为202天，最

长247天，最短175天。全年蒸发量2172毫米，最高为5月，386．5毫米。

南皮县成土母质为黄河和海河两大河系的冲积物，东南为高上地，西

部、北部大都为洼碱地。全县植被覆盖率13．3％。
‘

由于上述地理及气候特点，南皮县自然灾害频仍。旱，涝、碱是农业生

产的主要灾害，南皮人民为了繁衍生息，自古就与旱、涝、碱三害作斗争。

县内经济以农业为主，主要农作物为小麦、玉米、棉花、谷子、大

豆、高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林果发展迅速。主要有梨，苹果。工

业门类主要有机械、铸铁、农机、齿轮等，工业总产值1949年仅39万元，

1989年达2．75亿元。

南皮古为九河下梢。史书记载，古黄河、无棣河、鬲津河、徒骇河流经

县境，故河道遍布全县。相传，早在殷商之际，姜尚(即姜子牙)避纣在境

内留下钓鱼台遗址(1983年划归泊头市)。隋代开凿了流经县境的永济渠，

促进了南皮与外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唐代，水利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为防

河水泛滥，筑浮水堤，由东光县入南皮境，呈西南东北走向，直至海滨，至

今古堤尚存。并利用永济渠开沽放淤，疏浚无棣沟、鬲津河，筑永济渠堤，

减少了灾害，一时商贾通行，沿海鱼盐运往内地，农业有了发展。元代治理

了排沥的石碑河，明代进行了南运河、四女寺减河的疏浚治理。清代开浚了

王莽河，开挖了宣惠河，疏浚了石碑河，洪涝有所减轻。

在几千年与水害斗争中，南皮不乏治水有识之士。北魏南皮人刁雍，治

理薄骨律艾山旧渠，使其地成为“官课常充，民亦丰赡"的富饶之乡，明万历

间南皮知县左之祯遇河决，亲自跋涉，组民疏渠排水；李皋家村地势洼下，

傍河而居，遇雨易涝，宣惠河决口，则首当其冲。为解除水患，清乾隆初

年，该村农民李应元背着干粮，上县赴京，诣阙上陈，御批开挖宣惠河

”南支。由于封建时代，治水分割治理，标准低，遇旱无水，遇涝成灾，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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