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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予一

序

《永清县水利志》是永清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水利专业志书，它正

确地反映了历史经验，揭示了发展规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

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力作。它不仅使人们认识昨天，把握今天，懂得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伟大真理，也

将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

现实、生动、富有说服力的教材。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制

度是在自身基础上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制度”。《永清县水利志》也必

将能够启迪人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继承和发扬永清人民兴修水

利的优良传统，尊重科学，勇于进取，开拓创新，兢兢业业，使水利

建设更好地为振兴永清，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服务。

中共永清县县委书记 吴志忠

199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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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序 二

建国37年来，永清县的水利建设成绩是巨大的，其重要之点在于

随着水害的综合治理，水利的开发利用，彻底地改变了永清县十年九

灾、地瘠民贫的历史面貌，为进一步发展、建设、振兴永清奠定了物

质基础。

“鉴古知今"，《永清县水利志》一定会使今后的水利建设减少盲目

性，增强自觉性，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过程中显示其

应有作用。

永清县人民政府县长 李焕平

1 99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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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江泽民同志指出：“了解历史，是一

个民族的传统能够繁衍，文化能够继承和发展的关键。”

永清县地处永定河冲积平原。永清县人民治水具有光荣的历史传

统。把历史的、当代的水利建设情况，进行全面系统地整理，通过科

学的编排，记述水利形成的基本条件：水利事业发展的进程以及内部

规律，实事求是地彰明水利建设的因果，阐述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

训，正确与错误认识的形成缘原，可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在资

治、教化、存史和推动今后水利建设方面，都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这

是我们编写永清县有史以来第一部水利志书一《永清县水利志》的目

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开拓创新，振兴永

清，已成为全县人民众望所归的今天，它显得十分必要，而又非常有
业

．盆。

作为新中国的永清的建设者和水利建设的筹划参与者，深为永清

人民千百年来盼望根治水患、兴修水利的愿望得以初步实现而感到欣

慰，也为永清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长期不懈地进行治水活动，使

永清大地换新颜，工农业生产迅猛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受到鼓舞。

忆古抚今，由衷体会到，永清水利建设能有今天，共产党领导的正确

是根本，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创业的前提，依靠人民办水利是事业

发展的基础。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和条件。随着社

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利正在成为国民经济

发展中的重要制约因素，故乐以为序，以告慰前人，加惠后者。

永清县水利局局长林仲杰

1 991年3月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上溯不限，下限断至1985年。部

分事物为体现其连续性延续到搁笔为止。

二、全志共分10章，章下设节。前有概述统领全志，后有大事记

记述水利大事、要事。

三、本志采用记述体，文字一律使用规范汉字。随文配以必要的

图表和照片。

四、1 949年以前，以朝代、国号纪年，后注公元年号；1949年以

后一律以公元纪年。志中第一次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用全称，，其

后简称“建国前”或“建国后”。

五、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区划、地域名称，均沿用旧名，必要

时加注。

六、志中凡简称“党”的，均指“中国共产党"；凡简称“党支

部"、“县委"、“地委"、“市委”、“省委”的，均指中国共产党的各级

组织；凡简称“省政府’’、“专署"、“行署"、“县政府”的，均指各级

人民政府。

七、本志的数字，按1 986年1 2月3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等七个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八、地面高程均采用“黄海”高程。

九、各种统计数字，一般采用县统计局公布的统计资料。统计局

没有的数字，采用县水利部门各个时期的调查统计数字。建国前的资

料，均取自旧志和历史档案；建国后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县档案馆和

县水利局档案室。

十、收录的碑文、碑记、诗文等，一般采用简化汉字，加注标点，

以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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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永清县位于华北平原北部，介于京、津、保三角地区中心。东部、

北部与安次接壤，西部与固安相邻，南部与霸县毗连。地理坐标在东

经1l 6。227 10Ⅳ至1 I 60447 40Ⅳ，北纬39。07
7

45Ⅳ至39。287 40Ⅳ之间。东西最大

横距32公里，南北最大纵距39公里，县界周长1 95．4公里，总面积

776平方公里。1 985年，永清县辖5镇(城关、里澜城、后奕、韩村、

别古庄)，11个乡(龙虎庄、三圣口、刘靳各庄、曹家务、刘其营、北

大王庄、大辛阁、前第五、养马庄、北辛六及管家务回族乡)及李奉

先林场、白雁口原种场。总计386个行政村，人口31．78万人，耕地

61．68万亩，其中，水浇地40．3万亩，旱地21．38万亩。传统农业以

小麦、玉米为主，经济作物以棉花、花生为主。

永清县古为幽州地，战国时属燕，西汉属益昌县地，东汉属广阳

郡，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废益昌为安次县地，隋大业七年(公元

61 1年)置通泽县，旋废。唐如意元年(公元692年)，置武隆县，景

云元年(公元710年)改名会昌县，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更名永

清县，属范阳郡。后晋天福元年(公元936年)入辽，属南京道幽州

府。宋徽宗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属燕山府文安县地。金太宗天会

三年(公元1 125年)复立永清县。元属大都路总管府。明初，永清县

属北平府，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属顺天府。清初，属京师顺天府，

后属直隶省顺天府南路厅。民初，永清县仍属直隶省，民国17年(公

元I 928年)直隶省改河北省，永清县隶属之。1 937年“七·七"事变

后，永清县建立日伪政府，属河北省津海道。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1941年以永清县为主，建立冀中十分区第三

联合县，1 945年9月联合县撤销，永清县恢复原建置。1 949年8月，

永清县划为天津地区管辖。1958年10月18日，永清县并入霸县。1961

年7月30日恢复永清县建置，1974年1月，天津地区改称廊坊地区，

永清县仍划归其所辖至今。 、

永清县地处暖温带，属半干旱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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