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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6月7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视察黄壁庄水

库施工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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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源泉渠

商办时期使用的股票

送子女参加水利建设

◆解放后群众积极



▲1957年渠道灌溉受益的农田。

▲1964年春，改渠(线)造田的劳动场面。



扣。’_
吣◇嗲i-
一k～‘蔓墨

◆1971年9月，

县委书记缑增福、

副书记杜英杰在引

岗工地参加劳动。

●1969年11月，平

山、获鹿、元氏三县领

导共同研究引岗渠施

工方案。

．．1976年5月

25日，国务院副总

理陈永贵视察源泉

灌区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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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泉市水利局站在历史高度，继承和发扬我国编史修志的优良传

统，精心组织力量，编修了《获鹿县水利志》。这是该县(今鹿泉市)有史

以来，第一部水利专著。它较全面地记录了水利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利

工程建设状况和效益。它的出版是获鹿县水利事业中的一件大事、好

事，功在当代，利垂千秋。

获鹿县因受自然条件的局限，历来地上、地下水资源极其匮乏，十

年九旱，农业基础薄弱，经济不太发达，人民生活贫困。追其源，穷在一

个“水"字上。

千百年来，获鹿县人民为解决水的问题，曾打井浇田，引水灌溉，终

因客观条件的制约，而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新中国诞生以来，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并充分调动全

县人民兴修水利的积极性，重整和延长了源泉渠，新建了计三渠，水井

由少到多，机井从无到有，水利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o

50年代后期，国家在岗南、黄壁庄分别修建了两座大型水库，为全

县改变贫水面貌，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水利资源o

1969年，获鹿县领导在上级有关部门指导下，经过深入调查研究，

艰苦奋斗，与平山、元氏两县联合修建了大型水利工程——引岗渠，把

岗南水库水引进了三县。获鹿县在具体措施上，平灌、扬浇、灌蓄结合，

渠井并用。同时，平整土地，实施综合治理，全县一举实现了水利化o

20年过去了，它的功能有目共睹。水利发展了农业，农业又启动

了各行各业的发展。全县面貌大变。如今的鹿泉市(即获鹿县)已进人



全省十强县。

作为一名曾在获鹿县工作并同全县人民在兴修水利中并肩战斗过

的同志，对获鹿县每一点进步都感到欣慰，对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感到

自豪。《获鹿县水利志》的完成，标志着鹿泉市水利事业继往开来的发

展，昭示人民奋发图强，增强水利事业的科技含量，让水利事业更充分

发挥其“命脉”作用，加速全市经济的发展。

缑增福

1998年10月

序作者简介

缑增福，男，1929年生于河北省平山县风山沟村。师范毕业。1945年5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历任县委农村工作部长；县委副书记、县长，县

委书记、武装部第一政委；地委常委兼县委书记、县革委主任；地革委副主任；地委

书记；地委常委组织部长；地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长等职。

1969年调获鹿县后，曾任县革委主任，县委书记，后被选为石家庄地委常委，

仍兼获鹿县委书记、县革委主任。1976年调地委工作。在获鹿工作期间，团结县

领导一班人，从实际出发，率领全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加强农田基础

建设，注重兴修水利，领导修建了大型水利工程——引岗渠。同时组织了大规模

的平整土地，加厚活土层，还组织实施了山区丘陵土地梯田化，实施并大力推行科

学种田，给获鹿县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凡 例

一、本志是获鹿县首次编写的水利专志，故上限不作统一规定，下

限断至1993年底o ．

二、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历史资料摘录和引用例外)，按县内水利

发展特点为先后，分章立节，并以历史阶段、年代顺序记述。

三、本志资料，建国前来源于旧“获鹿县志"和县档案馆，建国后来

源于县档案馆、统计局、农业局、气象局等部门和河北省、石家庄地区有

关水利资料，以及采访口碑资料，在正文内都不再注明出处。

四、志中提到建国前、建国后和解放前、解放后的时间界定，都以

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线。

五、志中提到的“党"，均指中国共产党。志中凡称“党委"、“县委"、

“地委”等，均指中国共产党所在的地方组织；凡称“政府"、“人委”、“革

委”的均指地方人民政府。

六、志中涉及的长度、重量均采用公制单位，地亩面积按习惯以

“亩”为单位。志中海拔高程未著名的均为黄海高程o

七、1994年5月18日，获鹿县撤县设市，即获鹿县改称鹿泉市。本

志下限断至1993年底，鉴于许多资料及习惯称呼，仍定为《获鹿县水利

志》，文中不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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