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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英 曾任磁县水利局工程股股长、助理工程师，现已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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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县水利志》在举国上下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经

过磁县修志工作者不懈的努力，现付梓出版了，她是磁县第

一部水利志，这是值得庆贺的事o

磁县地处冀南，太行山东麓，有山区、丘区和平原，地

形复杂，水旱灾害频仍，历来就有东涝西旱的特点，历史所

留下的是生产水平低下，人民生活极为贫苦。新中国成立，

后，历届中共县委、县政府都非常重视水利建设，。积极组织

带领全县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对水旱灾害作了坚持不

懈、艰苦卓绝的斗争，力图改变东涝西旱的历史旧貌，形成

西蓄东排的水利体系。建国五十年来水利事业不断发展壮

大，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为促进磁县国民经济的发展起

着十分重大的作用；在历次水利建设高潮中，涌现出大批英

雄模范人物，同时也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o

《磁县水利志》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磁县在各个

历史阶段水利建设的主要特征和成就，作了全面扼要的记

述；对全县的自然特点，以及根据这些特点所采取的治理方

针和措施，也作了扼要记述。总之，本着“详今略古"、“重

以致用”的原则，把从古至今磁县人民治水斗争的过程、方

法、成就、经验、教训和英雄业绩等，客观地、全面地记述

下来，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成绩和失误，经验和教训；彰明了

因果，反应了规律，使后人“前有所稽，后有所鉴"，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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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资政、存史、教化”之目的。

这本志书设11章35节共30余万字。在指导思想上，

注意了磁县水利建设的全面性和多样性，突出了地方特色，

同时也注意了时代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结构严谨，

布局合理，文字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可见编修者的严肃认

真态度。

磁县水利志编办在上级修志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下，致力

于修志工作，他们遵照《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的原

则，运用新观点、新材料和新方法精心编修，对资料广征博

采，认真筛选鉴别，成稿后又经多方征求意见，反复研讨、

论证，几度修改，终于纂成此志，其间渗透着编纂人员的大

量心血。

我期望《磁县水利志》在今后水利建设中，能够起到重

要的鉴戒作用，进而发挥出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愿水利事业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发展壮大，为加快经济

建设步伐做出贡献。

阎庆希

二oOO年十二月十日



凡 例

一、本志取事上限追溯到文字记载之始，下限为1999年底。

详今略古，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水利事业。

二、本志取用的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资料，均注明出处，引用

的史料除口碑素材外，皆忠于原文；新中国成立后的资料，主要源

于磁县档案局、磁县水利局档案室，以及磁县统计、农林、气象等

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一般不注出处。

三、本志的编写一律采用语体文。根据1956年国家颁布的

《汉字简化方案》使用简化字。 ．

四、度量衡单位，新中国成立前，按各代当时使用的单位书

写；新中国成立后，按国务院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定计量单位》中的规定书写。

海拔高程采用黄海高程。

五、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以及计数计量数

字，按1986年12月3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部门公

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以历代年号、国号纪年，括注

公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采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后)，分别称新中国成立前(后)，或简称建国前(后)。

七、地名书写，一律用事实发生时的政区名称及地名名称；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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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直书其名，或加职务、职称；机构、官职按当时称谓书写，均不

加褒贬。

八、志中凡称“党”、“党支部”、“党委”、“县委”、“地委"、

“省委"，系指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

九、本志中的“现有”、“现在"等词系指1999年。

十、面积、乡村、人口、耕地、产量等基本数字，系取磁县统

计局1999年底统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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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既 述

磁县位于河北省南端，东与临漳、成安两县毗邻，南与河南省安阳市隔河

相望，北与邯郸市所属县(区)交界，西与涉县接壤。东西长55公里，南北

宽38公里，总面积1014平方公里，现辖19个乡(镇)，390个行政村，总人

口616462人。

地势西高东低，自然坡降为五千分之一。全县平均海拔高程273．9米。西

部山区属太行山脉，面积为272平方公里，海拔250～1000米，主峰炉峰山海

拔1087．6米，是县境内最高点；中部丘陵地带沟壑纵横，丘谷连绵，面积为

458平方公里，海拔80--250米；东部平原，面积为284平方公里，海拔57～

80米，最低点是东北部的花官营乡屯庄村，海拔51．5米。

本县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雨热同季，寒旱同期，四季分明，多年平

均气温13．2度，极端高温41．4度，极端低温零下19．4度，无霜期197天，

年日照时数约2498．1小时。全县多年平均降雨量562．2毫米，雨日73天左

右，降雨量在年内分布极不均衡，70％集中在7、8月份，且多以暴雨形式出

现，最大年降雨量1160．3毫米(1963年)，最小年降雨量233．8毫米(1986

年)。

本县地处黑龙港流域，属海河水系，主要河流有漳河、滏阳河、忙牛河，

由西南向东北穿越县境。漳河境内长55公里，流域面积491．15平方公里；滏

阳河境内长54．65公里，流域面积511平方公里；牛亡牛河境内长18公里，流

域面积275平方公里。三条河流多年平均入境水量分别为80340万立方米、

34285万立方米和575万立方米。在漳河和滏阳河上分别建有岳城水库和东武

仕水库，库容分别为12．2亿立方米和1．615亿立方米。全县地表水资源主要

来源于大气降雨和入境水量，计为12．4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为1．2亿立

方米。人均168．8立方米，亩均129．3立方米，均低于全省水平。据磁县

1989年测算，全县多年平均自产地表水资源量为9069万立方米。

磁县境内开发历史悠久，远在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就有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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