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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水县水利志》序

水利不仅仅是农业的命脉，它是牵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故历代水利载入

国史，使之为政所借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号召撰史修志，从上至下，

辑党史，纂方志，编写专业史志蔚然成风，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蛊世修志乃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徐水水利志引为当务之急，亦

从事编纂，始于1988年，经编纂者辛勤耕耘，各方协作悉心采访，搜集资料，

整理研究，圆满完成这部志书，供今人借鉴，裁入史册，以教后人。

徐，I己县地处京津保三角腹地，属海河流域大清河水系，京广铁路、107国

道、京深高速公路从境内穿过。．确保交通大动脉畅通无阻，保卫京津，水利工

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旧社会留给徐水的是水利工程残缺不全，盐碱遍地，

易涝易旱，劳动人民过着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悲惨生活。解放后，党和政府

对水利建设尤为重视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修水库，筑堤防，疏河

道，崖机站，挖排干，打机井，修渠道，这些水利设施改变了徐水县的“春天碱

地白茫茫，夏季沥涝水汪汪，只见种下地，。少见粮归仓"的贫穷面貌，农业生产

连年丰收，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基本形成了“洪能防、涝能排、旱能浇”的水利

体系，对繁荣徐水经济，人民安居乐业，做出了积极贡献。如今水利作为国民

经济重要的基础产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正在与日俱增，因此办好水利已经

成为全社会的一件大事，．编写徐水县水利志也列入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亨日程。

4徐水县水利志编委会在县委、县政府及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

下。按照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观点，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客

观，全面的将徐水县水利发展和经验教训，实事求是的记录下来，起到存史、

资政、教育的作用。

当《徐水县水利志》交稿复印前，我遂欣然命笔，题作该序，并向为此志

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编纂人员和全县人民表示祝贺。

蔡秋贵徐水县副县长

蔡秋贵

一九九五年十月



例

一、 《徐水县水利志》是徐水县第一部水利专业志，客观地记述全县水利工

作的基本条件、水利建设。尽量显现其规律，力求达到资治，教化和存史的目的。

二、本志上限不做统一规定，据事实以时上溯、下限断至1990年。记述范

围以1990年建置为准。各个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及地名均沿用1日名，必要时加

注今名，难以划清的以当时情况加以记述。

三、全志采用以类系事方法、纵述古今、叙而不论、寓观点、立场于记事

之中，详今略古。层次名称设章、节、目。体裁以志为主。随文以图、表、

考、录、记、文征、附记等。照片集中在前。

四、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为主，有的事物为记述完整采用记事本末体、置于

卷首。

五、志中资料主要来自保定地区水利局、徐水县档案局、水利局、统计

局、水文站、气象站记载和民间口碑。数字以县统计局、水利局资料为准。为

节省篇幅、一律不注出处。

六、’纪年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以前，以朝代国号纪年用中文书写，后

注公元年号；以后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记述。

七、简称，志中第一次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用全称，以后简称建国前，

建国后。志中凡简称“党"均指中国共产党，“党支部"、“党委"、“县委"、“地

委"、“省委，，均指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凡称“政府圳‘人委，，革委"的均指人民政
●

府。

八、计量单位、志中采用国家七委局1986年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

法的试行规定》书写。凡引用原文的则依现时惯例书写。海拔高程一律采用黄

海高程。 一

九、志中征文包括引用旧志、碑记，诗文等，在文后注以作者姓名或加“作

者简介"，收录的古碑文、除古地名、古人名用繁体字外，一般采用简化汉字，

并加句逗。注释一般采用文内加注，复杂的采用脚注。
。

十、志文中所谓“根治海河”、是当地习惯用话，一般指1963年毛泽东主席

提出“一定要根治海河”号召以后所开展的治理海河工程。

十一、志中对生人不做人物传，采用以事系人方法记述，对徐水县水利事

业有突出贡献者，作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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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徐水县位于河北省中部保定市北，京广铁路、107线公路纵贯其境，南界清

苑县，西与满城毗邻，北与定兴交界，西北靠易县，东与容城、安新接壤。地

理位置为东径11 5。19 7至1l 5。48 7，北纬38。53 7至39。l 0 7。东西横距

40公里，南北纵距31公里，总面积748平方公里，辖23个乡镇，306个行政

村。有125436户，538553人，据1990年统计耕地面积73．2万亩。县境西部太

行山余脉为山丘区，地势多在海拔50"--200米之间，面积为91．3平方公里，最

高处为徐水、易县、满城三县交界处之云寨顶，海拔542．5米。中部和东部为平

原、洼地，海拔高程多在10～50米之间。境内有九片洼地，面积为143平方公

里，涉及l 8个乡，94个村。

徐水县历史悠久，西汉(公元前206年)置北新城县(即今徐水县)。汉高

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置涿郡，北新城县归属。至隋大业三年(公元607

年)改为遂城，治所在今遂城。北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又改为安肃县。

金代由安肃县相继改徐州、遂州、安肃州。至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降州

为安肃县。治所由今遂城迁至今县城。中华民国时期1914年，因与甘肃、安肃

道重名，改为徐水县。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至1948年，治所在西黑山，1948

年，县治所由西黑山迁驻今县城。1958年8月，徐水县、安新县，容城县三县

合并，称徐水县。后于1960年12月、1961年12月，。三县分置，恢复合并前建

制。

徐水县西北部裸露的岩石为震旦纪白云岩。平原洼地土壤可分褐土、潮土

两大类；褐土主要分布在铁路以西，潮土分布铁路以东及其他低洼地带。

徐水县属于温带大陆性半干旱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干燥多风、夏季

炎热多雨、秋季秋高气爽、冬季寒冷少雪；多年平均降水量为550．8毫米。水面

蒸发量13ll毫米；多年平均气温I I．9℃，极端最高气温42．1℃，极端最低气温

为一21．7。C，无霜期l 89天左右，初霜最早10月3日，最晚1 1月1日，终霜最

早为4月1日，最晚为5月3日。多年平均零度以上积温为4704．8。C，全年日

照数为2764．1小时。降水年内分配不均，且多集中在6至9月份，春旱夏涝、

晚秋时又旱是县境内气候特点。干旱指数为2．193。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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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河流属海河流域的大清河水系南支。漕河、瀑河为行洪河道、萍河为

河道。京广铁路、107线公路纵贯县境。

地上水资源，主要来自降水和河、渠入境水量。徐水县年自产径流量

．3万立米，入境水5506．5万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13846．7万立方米，扣

复水量6280．3万立方米，水资源总量为11839．7万立方米。人均占有量220

米，亩均耕地占有量16l立方米，属地下水匮乏县。

由于徐水县所处地理位置和自然原因，夏季炎热多雨，水灾频繁，春季十

旱、旱涝交替发生，据史料统计自公元1482年至1990年的508年统计，

128次，旱灾发生62次，是制约国民经济尤其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加

内洼地21．5万亩，盐碱地16．5万亩，是徐水县农业生产方面的大患。解放

遭战乱，人民生活极苦。在旱涝交替为虐的困苦生活中，勤劳的徐水县人

水旱灾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筑堤防洪”、“凿井取泉"、“依河为圃"

久的历史。由于长期受封建统治，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国民党政府

以修河为名收缴沿河百姓粮款，但未用于治理河流。民国27年(公元1938

国民党县政府，以治理漕河为名，征收治河款12627元，分文未用于治理

。人民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对地下水的开发利用，长期是掘土井，打

依靠古老的辘轳、桔槔和少数"／k挂"水车汲水。建国初境内仅有水浇地7．3

，还不到耕地的10％。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给水利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光明的前景。40年来，

政府从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根除水患，把兴修水利当作发展生产、摆脱

、安定人民生活的基本措施、组织人民开展以水利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

挑浚河床、修筑堤防、建水库、修机站、开渠道、打机井、平整土地等

经过艰苦不懈的努力，徐水县的水利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形成了防

除涝、井灌，渠灌工程体系，其发展历程分为三个时期。

一、以防洪为主时期(自1949年至1965年)。

为防御洪水，徐水县委、政府率领全县人民于1951年春成立春工委员会，

河、瀑河堤防加固维修。到1965年先后对两河修筑堤防、裁弯、展堤、除

漕河进行五次整治，瀑河整治六次，对排沥河道萍河进行了三次治理。使

灾害大为减轻。为根治洪水危害人民生产生活的局面，在“治水治本”的方

导下、县委、政府决定在山区修建水库拦洪蓄水，首先兴建了象山水库。

民工2000余人，由副县长李尚仁任总指挥。工程于1956年3月初动工，6

竣工。施工期间、河北省水利厅副厅长杨乃俊到工地指导，此水库为小

型水库。继象山水库之后，又修建了曲水水库小<二>型。在取得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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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又在瀑河上游筹建瀑河水库。此水库位于樊村村北，德山村西。1957年4

月省政府批准施工方案，1958年1月动工兴建，保定专区组织、发动徐水

12000人，雄县、涿县3000人及固城驻军1 100人参加施工。全部工程6月底竣

工。瀑河水库库容9750万立方米，控制流域面积263平方公里，是一座以防洪

为主，结合灌溉的工程，为保定地区最大的一座中型水库。

在徐水人民满怀信心的治山治水改变贫困落后面貌之际，1958年8月4日

至12月25 El，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邓小平总书记等中

央领导同志，先后视察了徐水农田建设、水利工地，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劳动群

众及各级干部。这一年共建中型水库1座，塘坝20座，利民灌渠，疏浚瀑河长

1．5万米，建成方田、高标准园田20万亩，打井2540眼，扩大浇地面积10万

亩，增产粮食872万斤。 ．

在省、专的统一规划布置下，漕河上游于1958年2月至8月建成龙门水库

一座，1959年扩建为大型水库，徐水县积极投入施工，共投入劳力3000人。建

库后有效的拦蓄了1963年、1964年、1979年超过5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超

过县境漕河行洪能力，因而大大减轻了洪水对徐水县的危害。

这一时期，政府还资助农民打井、每眼井贷砖2500块、用以抗旱点播，生

活饮用，当时发挥了一定作用。截止到1965年徐水县共打各种型式的农用井

22600眼。

为战胜旱情，解决农业用水，谋求新的取水途径，修建了史各庄等9座“平

原水库”。总库容为3317万立方米，动土方168万立方米，用工12．5万个。这

一时期由于受“左"的思想干扰，工程仓促“上马，，。动工前没有进行科学的论证

和设计，平原水库建成蓄水后，招致了库外周边土地产生次生盐碱化，盐碱面

积由1957年的15．7万亩增至17．3万亩，因此徐水县人民受到巨大的经济损

失，也得到了惨痛的教训，在1962年3月县委、县人委决定全部废除平原水

库。

二、灌溉和排涝工程建设为主时期(1966年至1980年)：

这个时期，徐水县全面贯彻、执行中央治水方针、即小型为主、配套为

主、社队自筹为主。并结合县境内具体情况，地上、地下水工程建设并重。

为充分利用地上水，扩大水浇地面积，十几年期间，是徐水县兴建地上灌

渠的高潮阶段。1966年11月，动工兴建龙门灌区东干渠、二、三支渠及北干白

岑支渠，总长34公里，动土石方99万立方米；干渠设计流量为4立方米每

秒，支渠为2立方米每秒。设计灌溉面积2．8万亩。主要解决县境内义联庄、大

王店、釜山等山丘乡村旱地浇地问题。义联庄乡自建成龙门灌区后，农作物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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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一年一茬变种两茬，水浇地从无到人均半亩，口粮基本有了保证、广大群众

深得办水利之好处。

1964年、1965年又兴建了易水灌渠(又名五一渠)三干渠及二、三、四支

渠，设计灌溉面积3．5万亩。瀑河，户木、广门三个乡23个村受益。同时，对

利民灌渠、于庄灌渠先后多次进行扩建、改建、复修、防渗配套。改善、扩大

浇地面积5．65万亩；另对徐水县三座小型灌渠进行完善和配套。总设计灌溉面

积达到12．87万亩，有效灌溉面积为8．47万亩。以上这些灌渠、届时均发挥了

应有的作用。

徐水县进入60年代后期，因天旱少雨，地上水匮乏，认识到提取地下水是

解决粮、棉、油高产、稳产的关键。县委、县政府决定加强机井建设，于1965

年建立县打井队。当时存有机井2603眼，1971年拥有机井3604眼，1976年机

井5423眼，井灌面积达58：4万亩。仅1978年至1979年打机井1089眼，井灌

面积达到61．4万亩，有力地促进了粮、棉、油的发展，对农业的高产，稳产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以机井建设和经营管理为主时期(1981年至1990年)：

过去的十几年中，。连续干旱、粮食产量低而不稳。在地上水缺乏的情况

下，县委、县政府继续把机井建设开发地下水当做发展农业的基本措施来抓。

加强打井队的领导、把机井做为农民致富的金钥匙，尤其连年干旱的条件下，

机井在农业生产中发攘了重大作用，广大群众对机井建设认识更加深刻，打井

已成为群众的迫切愿望和自觉行动。打井费用方面，广开集资门路、个人集

资，集体投资、国家补助、自行贷款一起上，打井的数量、质量得到迅速发

展。到1990年，徐水县农用机井已达8790眼，井灌面积发展到65．79万亩，占

水浇地总面积的98％，继之而来的是粮、棉、油产量猛增。据统计，1990年粮

食亩均产达到748斤，总产为48．69亿斤，分别是1980年的1．87倍和1．95倍。

打井投资高达1750万元。在打井的实践中，积累了布局，定井位，打井工艺及

成井程序的经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钻井机具和机井配套设备不断更新，

从而成井质量和机井效益都明显提高。

机井数量的增加，大量提取地下水，形成县境内地下水位下降。为节能，

缓解超采地下水，伴随着地上、地下水灌溉节水事业的兴起。1974年水泥矩形

防渗槽在西黑山首先筑造运用，经实测节水35％。1986年地下PVC(塑料)管

材防渗在南张丰试用成功，并在井首部设计方面，有突破，经实践节水28％j

地上地下防渗工程、节水节能省工明显，深受广大群众拥护。截止1990年，井

灌各种防渗长度达41．5万米。1989年徐水县南营农果场被省水利厅定为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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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试验研究点，该项工程范围为340亩，设计灌溉类型有微灌，喷灌、PVC

(塑料管)低压输水灌溉，矩形水泥槽灌溉。通过以上四种型式的灌溉，得出对

农果作物的生长、效益，以及土壤团粒结构有何作用及影响，最后综合得出何

种灌溉型式为徐水县最佳推广型式。该项工程对农业上新台阶和缓解超采地下

水将起积极作用。

机井建设速度之快，前所未有，这_时期共新打机井4200眼，是50、60、

70年代的1．8—6倍。井灌基本上控制了全部耕地。机井工程已成为徐水县农业

最雄厚的基础产业。但是，由于缺乏统一规划、科学予测、出现了打加密井，

部分机井更新频繁、报废率偏高、影响了机井效益的提高、给国家和群众造成

不应有的经济损失。

自1965年到1990年，水利工程得到了大力发展、成绩巨大、特别是井、

渠建设高潮阶段，规模大、速度快，战果辉煌。但由于注重建设，忽视了管

理，工程效益衰减。特别是近几年连续干旱时期，排水及地上水灌溉渠系利用

率低，群众淡化了这些工程的作用，加之又缺乏一些应有的水利工程管理配套

法规，群众法制观念差，因而在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出现了挖沙取土、平毁渠

道，侵堤建房，垦植耕种等现象。机井管理也存在着责、权、利不明确，缺少

管理制度，只用不管，一井多泵，浇地难、费用高成了广大群众普遍关注的问

题，形成了人力、物力极大的浪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水利战线上贯彻“加强经营管理，讲究经济效益

把水利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管理上来"的指示。特别是1985年以后，县委、县政

府推行机井管理专业承包、单井承包、组管组用等不同形式的管理责任制。据

统计，现有5161眼井已实行了各种类型的管理责任制，方便了群众，节省了劳

动力，。提高了单井效益。并且在机井测试改造、防渗节水、合理布局、推广先

进的节水灌溉诸多方面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水库、渠道、河道、排干、扬水机

站等水利工程相应的也实行了分级管理责任制。

建国前，徐水县人畜饮水多为汲取土、砖、石、大口井水。山丘区村庄大

部饮用坑塘或河水，因缺乏卫生保护措施、逢夏季降雨或大风，将一些禽兽粪

便及杂物带进水中，水质极差，人饮用后发病率很高，直接影响广大群众的身

心健康。由于山丘区水源极缺，水的来源大都是雨季设法拦截而储存在水窖或

坑塘，无一眼机井，一遇干旱、上千人到几十里以外的村、河、或外县，人

担、牲IZl驮水吃，人畜饮水十分困难，农业发展极为缓慢，过着“衣不遮体，食

不饱腹"的生活。

建国后，党和政府对人畜饮水极为关注、努力改善了饮水条件，使全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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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的农户吃上了自来水。尤其山丘区45个村，都打了饮水用机井，修蓄水池25

座，饮水压力罐12个，水塔两座，铺设饮水用输水管道4．3l万米，从而大大改

善了人畜饮水条件。建这些工程国家拨款139．96万元，群众自筹47．17万元，

群众身心健康情况Et益好转，同时促进了农业及其他行业的发展。

1988年水法公布以来，贯彻执行依法治水、依法管水利工程，依法收取水

资源费、建立水政监察组织。并经领导批准，专设水政、水资源管理办公室。

制定了一系列水工程管理的配套法规、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地宣传教育、群众

对水利工程的重要意义有了新的认识，保护水利工程蔚然成风。

水利工程建设，虽具规模，但由于连年干旱少雨，徐水县最可靠的水资源

是开采地下水，用于农业灌溉、工业生产、人畜饮水。实践证明，地下浅层水

储量不能满足用水部门的需要，致使地下水位下降，县境内已形成以岳家营、

县城、崔庄乡为中心的漏斗区、漏斗深达14一l 7米；据观测，其他乡镇、自

1979年至1990年也以年均O．54米速度下降，长此延续下去，．数年后，后果不

堪设想。为扭转这种局面，必须采取一些相应补救措施。首先要加快山区小流

域治理的速度和力度，扩大森林覆盖率，千方百计涵养水份，充分发挥现有蓄

水工程的作用，调整种植品种发展节水型农业，积极推广科学节水措施，井渠

灌溉进行防渗。河北省水利厅确定的在南营开展综合性节水措施研究项目要如

期完成，并在县境内大面积推广。乡镇企业及其他行业的发展，伴随着地上、

地下水资源遭到污染，此为急待解决之问题。1984年、1988年、1991年抽样水

质检测，发现水资源污染呈上升状态，可谓El趋严重，检出的主要有害元素六

价铬、锰、铁、氨、氮等在部分地区超标。工业污水大量倾泄、大部排入河、

渠，坑塘，长此下去，后患子孙、群众对此忧心忡忡，有关部门虽已纳入环境

保护计划，着手处理，但收效甚微。流域人民迫切要求有关部门采取得力措

施，从速解决，造福人民。

改革开放以来、乡办工业崛起、尤以酿酒为最6据“畿辅通志"、“徐水县志”

载，徐水县酿酒业可追溯至晋朝，现有酿酒厂51家，刘伶醉，易水泉、古遂

醉，青竹酒等名酒酿造工艺及酒质均为上乘，远销港、澳及东南亚地区，酿酒

业发展潜力很大，方兴未艾。徐水县水质经化验、极为适宜发展酿酒工业，酒

为拳头产品之一。1990年工业，乡办企业年创产值5l 163万元，是1980年的

7．06倍，是1 965年的148倍，是徐水县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

食用大白菜是徐水特产、全省闻名，其特点是棵大、产量高、回锅不烂、

能抽筋、经加工能成多道菜、实为美味佳肴，清代被选为贡菜。原利用鸡爪

河、北瀑河水进行灌溉，沿河两岸多有栽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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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水县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数十年来兴修水利。蓄、排、灌等方面已

构成较完整体系，并初见成效。·现今应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搞好水资源的近

期、远期管理以及开发利用工作。完善水利工程管理责任制，在效益上狠下功

夫、科学治水、依法治水j逐步消除水、旱灾害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使水利建

设为工业发展、农业生产再上新台阶贡献力量。为创建一个粮丰、林茂、酒

香、果美、鱼肥的美好徐水而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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