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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用现代水利科学技术观点和方法，全面系统准确记述张家港市水利事业发展的大

势．各项水利工程主要技术特点，总结该市治水的历史经验，揭示该地水利发展的内部规

律。在突出地方特点、时代特色，处理古今关系、详略关系、专与全的关系等方面颇有新

意。是在水利志专家和方志专家指导下完成的一部专业志书。



，
’+

主。编钱中俊

耐主编曹锡良

编 曩张增林，孔坤兴施汉新
吴广才钱协泉盛新生

，

美术装帧刘清珉

绘 臣邬伯龙沈纪兴‘

摄 器曹锡良张秋亚

工作人员胡耀兴杨爱林朱勤芳徐建荣孔美琴



《张家港市水利志》编纂机构和编纂人员

<沙洲县水利史志>编纂委员会

(1984年6月) ．

主 任曹锡良

副主任孔坤兴詹翼成谢海

<张家港市水利志>编纂委员会，

(1991年4月) ，

主 任严鼎丰

副主任孔坤兴蒋忠和曹锡良

成 员钱中俊张增林钱协泉施汉新

<张家港市水利志>编纂委员会顾问

黎沛虹王绍良吴奈夫孙斯李恺民

审稿单位

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水利水电科研所

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水利史志研究室

江苏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

苏州市水利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张家港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高德正

＼
<张家港市水利志>重点记述了社会主义为水利事业开辟新纪元的历史。

张家港市的前身沙洲县建于1962年，当时由江阴、常熟两个县划出边界地
区的部分乡镇合并而成。建县时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仅1．23亿元。其中工业产值

还不到3000万元。群众把沙洲称为苏南的“苏北”。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特别

是改革开放以来十多年的发展，张家港市已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稳定，工业发展。
经济繁荣，生活很快将达到小康的新型外向型港口城市。1991年。工农业总产

值达到121．5亿元，国民生产总值达32．5亿元，外贸收购额超过10亿元，累计

举办三资企业130多家，合同外资金额达到1．27亿美元。无论是外向型经济或
是乡镇企业，还是整个国民经济，张家港市不仅在全省而且在全国都是数得着

的。这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结晶。作为农业命脉的水
利，在张家港市稳定农业，发展经济中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保证和促进作用。

张家港市有三分之二的土地是围垦而成的，水利建设的好坏对张家港市农

业以至整个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据史料记载，从元末到建国前的600多年的
时间内，哀鸿遍野、人畜漂没的特大水旱灾害有51次。平均12．7年一遇。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发生的一次洪涝灾害就造成了2300多人丧生。

解放后，特别是开展农业学大寨以来，张家港市的水利建设得到了迅速发

展，全市人民齐动员，整治了老河道，开掘了一批新的骨干河道，修建加固了
新的圩堤和江堤。全县70多万亩粮、棉田实现了旱涝保收，高产稳产，还建设

起一大批“吨粮田”，从而使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断增强，粮棉产量稳步提高。
近年来，粮食平均亩产一直稳定在800多公斤，皮棉平均亩产稳定在60多公斤。

在1991年遭受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的情况下．张家港市的粮棉仍然获得了‘

历史上少有的丰收。这再次证明了水利设施在抗御洪涝灾害中所发挥的巨大作
用，‘显示了解放四十多年来水利建设的巨大威力。

<张家港市水利志>的出版，不仅对广大干部提供了历史的借鉴与现实决策

的依据，而且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一社会主义教育提供

了现实、生动的教材。我们深信，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真抓实干。张家港市
的水利建设一定会再登上新的台阶。 一

1992年4月

注：作者为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作序时任省政府常务副省长。今改任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历

任中共沙洲县委书记、苏州市委书记等职。



序
殷兴盛

我于1994年3月奉调来局，适逢<张家港市水利志>审稿修订，即将三审验

收后出版。无疑，这部志书对于水利新兵，是良师益友，入门向导；就是对老
水利来说。我想也可通过志书，温故知新，从而了解水利发展的历史变化和现

状．了解水利事业兴衰起伏的规律，吸取治水韵经验与教训，做到胸有全局，
必然可以站得更高一点。看得更远一点，于得更好一点。所以这部志．虽然未

记我一事—字，我仍主张不但要出嵬L出得快，‘印得好，而且还要发行好。

综看<张家港市水利志>，这里曾是建制多变、沙洲多变(涨坍交替，变幅
很大)、岸线多变(古海塘与今江堤相距十五六公里)、水利条件多变(从滨海至

江海交会，至临江)、河闸多变(容易淤塞)，在这样多变的环境下，张家港人

面对大洪大潮，大涝大灾，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持不懈，做到大干大变。

干得有章法，就是上阻、中分、下泄；变得有方向，就是水利搭台，农业唱戏，
建设吨粮田。

现在水利大的格局已定，如何求新发展、新变化是摆在我和我的同事面
前的新课题。当前处在大开放大发展时期，国民经济对水利基础产业的要求更

高。全市水利职工要继续发扬“团结拚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的
张家港精神，为全市经济健康发展作新的贡献。

注：作者为张家港市水利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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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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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客观、全面、准确地记述本地水利的历
史与现状，揭示发展规律，突出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

二、本志上限一般追溯到事物发端。下限断止1 986年，个别处有延伸。大

事记至1991年。 ．

三、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以张家港市1986年行政区域为准，包含省属常阴
沙农场。

四、本志为章节体，横排竖写。分16章57节。用语体文、记述体。以述、

记、传、录、图、表的形式表述。

五、数字用法和计量单位名称、符号，除个别注明的外，均以国家规定为
准。’引用的历史资料，仍照实记录o．1952年2月以前的旧币单位。一律折算为
新人民币。

六、历史纪年，中华民国及以前，一律采用汉字加注公元。

七、各个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及地理名称、政府、官职等，均依当时、当
地习惯称谓，必要时加注今名。

八、称谓略写，1949年4月本地解放后。简称“解放以来”。中华人民共和

国简称“新中国”。中华民国简称“民国”。1962年建沙洲县后简称“建县以来”。

凡简称“党”均指中国共产党；凡称“党委”、“县委”、‘“地委”、一省委”均指中国
共产党所在地组织；凡称“政府”、“人委”均指所在地人民政府；革命委员会简
称“革委会”。 I

九、本志所载地面高程，除个别注明的外，均为吴淞基面。比青岛黄海零
点，低1．898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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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市。位于江苏省东南部，是长江口南岸的对外开放城市。有被人们誉为江上明

珠的国际商港——张家港港，市因此命名。市境东、北濒江。西邻江阴市，南连常熟市，

地理坐标为北纬31043’12’～32。02’，东经120。21’57’一120。52’。南依沪宁铁路，北枕万里

长江。倚江海之通流，利南北之枢纽。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通等大中城市环列四

周。面积,999．46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777．57平9b-公里，占77．79％，长江水域面积

221．89平方公里。占22．21％。陆地东西最大直线距离44．58公里，南北最大直线距离

33．71公里．周长183．5公里，北宽南窄呈三角形。1986年辖3个镇，24个乡，1个棉花原种

场，440个行政村、16个居民委员会，5581个村民小组。省属常阴沙农场及所辖25个工区

在市境东部。据1986年统计，全市总人口79．14万人，其中农村人口72．82万人。耕地面积

73．88万亩。人均占地O．93亩。

境内南部成片开发较早。南沙乡东山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距今7200年以上；鹿苑

乡徐家湾崧泽期文化遗址。距今5500年。市境商末为勾吴之地．晋太康二年(281年)置暨

阳县。咸康七年(341年)析东境置南沙县，梁大同六年(540年)以南沙县建常熟县，太平元

年(556年)废甓阳县置梁丰县，隋开皇九年(589年)并梁丰县入江阴县，唐武德三年(620

年)复置暨阳县，武德九年(626年)暨阳又并人江阴县。从此，以谷渎港、界泾、川港为

界。东部属苏州府常熟县．西部属常州府江阴县，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东部开常通港，

港北的刘海沙划归通州府，民国时期属南通县。1949年刘海沙改属常熟县。1962年由常熟

县划出南丰、兆丰、三兴、乐余、合兴、锦丰、东莱、恬庄(即港口)、凤凰、塘桥、西张、

乘航、鹿苑、妙桥14个公社及常阴沙农场；江阴县划出后塍、南沙、中兴、德积、大新、

晨阳、杨舍、泗港、塘市9个公社。组合建县，因境内大部分陆地由长江中的沙洲积涨而成，

故名沙洲县。同时建杨舍镇为县治。1963年建后塍镇。1982年从中兴、兆丰两个公社划出

不相连接的土地分别成立双山人民公社和东沙人民公社。1986年冬，撤县建张家港市，市

府设在杨舍镇．并建港区镇。1992年，张家港市在全国百强县(市)中排名，从上年的第七

位，上升至第四位。

境内治水历史较久相传汉初为运盐铁，拒卤蓄清．开凿盐铁塘。南北朝时，境内的

黄泗浦、．奚浦、大小陈浦(即东西陈浦)等骨干河道与今常熟的白茆塘、浒浦等并称海虞24

浦。唐代筑有捍海塘。五代吴越时在沿海干河建堰闸；组成撩浅军，专业浚河筑堤。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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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陆，宋景炎元年(1276年)开始围垦。元泰定年间(1324--1328年)设范港巡检司，主边防

兼管海塘。明代沙洲积涨加快。洪武年间(1368—1398年)组成最早的垦殖公司——佛兴社。

清咸丰七年(1857年)在老夹筑坝治坍，开创了人为断流涨滩成陆的先河。民国11年(1922

年)开始用抽水机灌溉。民国12年，沙洲地方人士组织保坍筹备处，筑丁坝护坎，为境内

长江护岸的先导。前人治水，多有成就，但由于社会制度、经济条件和科学水_平等原因，

屡兴屡止，成效不大。水患频仍。据史料记载，从元大德四年(1300年)至新中国成立前

650年中，境内共发生大的水旱灾害127次，平均为5．1年1次。其中人畜漂没，饿殍载道的

严重水旱灾害51次，平均12．7年一遇。

综看水利条件境内北濒长江，南近太湖，地势低平，河流纵横，处于江海交会处，

加上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水利具有优越条件。因时常受江洪、海

潮、台风、暴雨、坍江、涝渍、干旱为害，人民又有年年兴修水利的传统。但历史上长期

是常熟、江阴两县的边地，交通落后，工业无几，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经济基础簿弱。人

民处于温饱无着状态，极大制约水利事业；因此水利设施极差。以后，单一的农业经济，

复种指数高，精耕细作，对水利要求迫切；但也因此，水利与农业在时空上矛盾突出，水

利往往只能见缝插针，突击进行。再者，地少人多，惜土如金，在以粮为纲的年代里。往

往成为实施规划和工程管理的阻力。大致是条件有利，基础太差。困难很大。阻力不小。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把防洪、护岸、治涝作为重要任务特别是1962年建沙洲县

后，县人民政府把地方财力的70％左右投入水利，积极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团结治水，综合治水，化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化阻力为动力，开创水利事业的新纪元。

主要是： ．·、

一、主堤防1949年4月解放时。通江河道都无闸节制，听任潮涨潮落，江水横流。

近95公里江堤千疮百孔，数千公里圩堤更是低矮，长江护岸工程，仅存的也基本失效，60

余万亩圩田，地面高程都在长江多年平均高潮位之下1．8—3．8米。1949年7月，风、雨、洪、

潮并袭，南面太湖洪水压境。北面江洪、海潮顶托。宣泄不畅，江港堤全线崩溃。2300余

人丧生，惨不忍睹。经过1950年的复堤工程及随后几年的加固，1954年大洪后。1955年提

高标准：1974年大潮后，再次提高标准；1980年实施江堤公路化。闸外港堤及圩堤也相应

提高标准。新围的十余万亩沙田圩堤。沿江顶风段参照当时的江堤标准修筑。主江堤断面

积从1954年的31．5平方米，提高N87．5平方米，公路化段达到102．5平方米。

沿江一线，通过建节制闸完成封港并港。节制闸原来由苏州地区水利局没计，1968年

起由沙洲县水利局自行设计施工。在河港及大圩建出江(港)涵洞。由堤闸组成巩固的堤防。

由于坍江，平均年坍失良田千亩，年年都要围垦新地安置坍江户，时常得退建新堤保

安全，对于地少人多。经济单薄的沙洲县是相当沉重的负担。1970年兴起的丁坝群及平抛

护岸工程使局面为之改观，得以致力于搞建设。 ．

二、建河网解放时，圩区河道，相互串断，宣泄不畅，有的河底已高于平地。往往

“小雨水汪汪．大雨白茫茫”。漕田地区，河道弯曲狭小，机灌面积仅占五分之二，约10万

亩，全部串灌漫灌；田块零乱，高低相差1～4米，形成高亢田和碟形洼地，旱涝相迫，明

涝暗渍，交相危害。河网治理，开始是原河疏浚。继是规划于河，结合建节制闸，再是大

布局，结合建南北分级、东西分片套闸，做到洪涝分治，因地控制水位，调控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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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网建设的同时，先发展机灌，再发展电灌和喷灌，进而建排涝站，改善了排灌条

件，保证农业高产稳产。

三、吨粮田水利 即以吨粮田建设为中心的园田化水利建设，山、水、田、林、路、

村统一规划，综合治理。辟澄锡虞区行洪河道，开漕田地区东西横河；大面积平整土地，

格田成方．住宅按规划线拆建；加强工程配套，显著改善水陆交通，提高抗灾能力，促进

农工副业生产发展，使水利单纯为农服务发展到为国民经济服务．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1975～1981年的7年，完成土方量占1962～1986年25年总和的70％，而同期水利建设投资

额只占25年总和的45％。大干促大变，沙洲从此甩掉落后帽子，迈开争创先进的步伐。

四、实行改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按政策结合实情，把工作霍点转移到管理

上，积极参与水利管理立法，并力争贯彻实施；建立各种管理机构，实行管理责任制；改

无偿服务为有偿服务；发展综合经营，以水养水，稳定队伍；提高工程社会效益。

1962～1986年的25年中，全市水利建设总投资为6511．38万元。其中国家投资3327．29

万元．占51．1196。地方财政补助1018．29万元，古15．63％o乡村集资和群众自筹2165．8

万元．占33．26％。此外，还有劳动积累投入，约计1亿元。累计完成土方25332．3万立方米，

中小型水利工程建筑物2万余座。初步建成了新河网和五套工程体系。即是：以162．23公

里江港堤和844．74公里圩堤为主体的防洪挡潮工程体系，能抗1974年大潮加8级台风不出

险：以22座沿江节制闸和89座出江(港)涵洞，24条干河及其支河：33座套闸，-225座圩区

三闸．133座排涝泵站和2个抗旱排涝队组成的排涝工程体系，基本上达到抗日雨150毫米

不成涝：全市排涝大于200毫米以上的有42．14万亩，易涝面积由43．25万亩降至0．42万亩；

以张家港、二干河等22条引水口门，星罗棋布的机电灌泵站和5座喷灌站为骨干的抗旱工

程体系，基本达到70—100天无雨保灌溉，全市抗旱能力大于100天的有57．3万亩；以密如

蛛网的田间一套沟、2925座圩区涵洞，以及地下暗管、暗墒为基础的防渍工程体系，地下

水降至0．5—1米以上的达71。87万亩，其中防渍大于l米的有41．97万亩；以3组丁坝群和

5190米平顺抛石，以及护坎护坡工程构成的长江护岸工程体系，已稳定11公里坍岸线。

这五套工程体系的有机结合，对全社会带来较为显著的效益。1986年末，全市累计建

成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64．08万亩，其中吨粮田40．28万亩，配合农业增产措施，保证

了农业连年高产稳产。1986年全市粮食总产323078吨，比1949年增2．68倍。皮棉总产

14860吨。比1949年增6．45倍。粮食的稳定增长，并带动了副业的发展，全市水产养殖面

积由1949年的7600亩发展到46850亩，1986年全市农副业总产值达36588万元，比1949年增

5．58倍．比1962生1Z增3．05倍。
’

机灌事业的发展．带起一批农机修配厂，发展民办公助的电灌电排工程为农村带来光

明和希望，为乡村发展工业提供了条件。农村用电从1967年开始，到1986年，全市年用电

量达到4．68亿度。1986年全市工业总产值40．35亿元，比1949年增长441．8倍，比1962年增

长116．8倍。

四级河道的整治。促进了水陆交通和运输事业的发展。开河结合筑路，公路通车里程

从建县初期的63．9公里增加到1986年的231．51公里。乡村利用干渠和河堤筑的机耕路遍

及全市。拓宽河道。使内河通航总里程达425．72公里。二千河、华妙河、新市河、南横套

等干河的拓浚和开凿。使市钢铁厂、市玻璃厂、市印染厂、市发电厂等一批骨干企业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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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使一批运输不便处于困境的企业转现生机。市镇河道的拓浚．使

杨舍、后塍、塘桥、妙桥、泗港、南丰、乐余、兆丰、中兴、合兴、大新等集镇的建设加

快了步伐。建成了新型的、布局合理的、初具规模的小城镇。

堤防的不断加高，提高了防洪能力。为战胜大洪大潮台风暴雨打下了基础，确保了工

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人心稳定，致力于发展经济。防洪能力达到8．8米的

93．50公里主江堤占苏州市江堤、海塘总长的55．6％。堤防的稳固，对全市至关重要。22

条通江河道口的节制闸，总孔径达192．5米，起到引排自如的作用。遇早可全力引水．保

证水源；遇涝可全力排水，控制水位；同时还满足澄锡虞部份地区引排水的需要。通过大

引大排，改善水质，保证市区有洁净的自来水源。

长江护岸工程的成功，制住了毁灭性的坍江灾害，使全市江岸线基本稳定。如今岸线

内侧楼房成群，工厂林立，一改过去贫寂之貌。护岸工程的建成，还稳定了南通河段河势。

使长江南北两岸受益，为张家港港的建设和南通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91年是“洪水破记录．人间创奇迹’!。水利建设成就，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这次大灾说明，经济越发展，水利更成为农业生产的命脉，是工业发展和城市生存的前提，

能源、交通发展的重要条件，维护生态环境的基本因素，是必须超前发展的整个国民经济
基础产业。

综观张家港市水利事业的发展，大致可归纳为：

一、水利建设的路子是正确的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建县后，通过不断实践和总结．

探索上阻、中分、下泄的治水策略。即外挡洪潮，制住坍江；中分高低水，能蓄能调能排：

向下泄洪，排涝治渍，是成功的。。

二、水利促进张家港市地域的形成 自宋代以来，通过不断围垦，筑坝断流，变夹江

为陆地，除已坍失的外，至1986年末，新陆面积达74万余亩。占陆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二。

三、水利奠定张家港市腾飞的基础双山沙岛围垦成陆成为张家港国际商港的自然屏

障，西段长江护岸，稳定了岸线，保证了深水航道的畅通，使这条黄金水道得以开发利用，

张家港港成为苏州、无锡、常州对外开放的门户。水利设施还为发展中的工业、农业、副

业和其他各业提供充沛的水源。保证了人民生产生活用水和水运的畅通。

四、水利是张家港市未来发展的保障据专家预测，在完成24公里坍岸线的长江护岸

工程后，老海坝至十三圩港也可成为深水岸线。全市的深水岸线将增加2倍。发展到18公里。

黄金水道将更显黄金效益。历史经验证明，水利兴，则一派生机；水害出，则一片萧条。

此外，大量新积涨的沙滩，可围垦开发。这在土地资源紧缺的苏南．是笔巨大的财富。

新中国成立后的全市水利建设，虽然也有某些失误，但毕竟创造了前无古人的巨业，

为今后进一步建设打下了相当的基础。但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方方面面都对水

利提出新的要求。防洪保安任务将会特重，水利建设任重道远。水利为人民，全民办水利。

过去的水利事业，得到社会各界关心和支持。特别是人民解放军和民兵在开河、筑堤、防

汛中起到突击队的作用。今后，水利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定会得到全社会的关心和

重视。水利事业必将登上新的台阶。



汉

高祖十二年(前195年)相传吴王刘濞为开发经济，拒卤蓄清，沿岗身开凿盐铁塘。

西起谷渎港(今杨舍镇)，今东与黄浦江相接。是境内最古老的河道。

三国

孙权置虞农都尉署，即南沙司盐都尉署，主屯田殖谷。

南北朝

黄泗浦、奚浦、大陈浦、小陈浦等通海干河，与浒浦、白茆塘等并称海虞24浦。7

唐

神龙元年(705年)以后筑海塘。- ·
’．

天宝十二年(753年) 鉴真和尚从黄泗浦口启航出海，第六次东渡日本，获得成功。

五代

吴越天宝三年(910年)筑捍海塘，自松江起，西至常州江阴界，一河一浦，都建堰闸，

客水不入．久无患害。后设都水营田使，主水事，组织潦浅军，专业浚河筑堤。建立水网圩

区的维修制度，太湖地区成为富饶。 一

宋

天禧四年(1020年) 江阴知军崔立，主持开凿东横河，西起江阴城，东迄杨舍镇，境

内长16．04公里。

景祷二年(1035年) 苏州太守范仲淹，治平江36浦(海虞24浦及昆山12浦总称)。亲自

督浚黄泗浦、奚浦、三丈浦等，并建闸御潮。设镇屯兵，专治浦闸，利及数州。

嘉幸占四年(1059年) 复置开江兵士，常熟县置指挥，统200人，造闸筑堰。

政和四年(1114年) 江阴县丞楚执柔浚东横河、令节港等。沿横河建马师(今泗港闸

上)、唐市(今杨舍青龙桥)两闸，后又在今杨舍斜桥建井家闸(后改称令节港闸)。

政和六年(1116年) 平江36浦之闸因年久湮塞，失之近里，仅存庆安(黄泗浦西)福山

两闸残迹。赵霖任两浙提举常平。治理平江36浦，规划依旧置闸，旋即罢官工程下马。

宣和元年(1119年) 赵霖复职两浙提举常平．浚黄泗浦连小山浦等江港浦渎。修筑常

熟塘岸10375丈(宋元时一丈约合3．07米)，并在小山浦建两闸。

隆兴二年(1164年) 两浙运判陈弥作、平江知府沈度修治黄泗等浦，招填营卒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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