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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国自古以农立国，而农业离不

开水，历代政权的盛衰存亡，均与治水兴废有着密切的联

系。因此，大办水利，造福人民，十分重要。
’

阜宁县地处淮河下游里下河尾闯，过去饱受黄泛之

苦，原有水系紊乱，沟河淤浅，排灌滞阻，洪、涝、渍、卤、

旱、碱、虫、风灾害频繁，农业产量低而不稳，历史上常有

“饥民待哺，饿殍载道’’的记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勤劳智慧的阜宁人民发扬人定胜天的精神，团结一心，艰

苦奋斗，兴修水利，建设农田，顽强地抵御了自然灾害的

袭击，有效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五十年代初期，开凿

苏北灌溉总渠，实现了淮水自流；中期，苦战三年，实现

“旱改水"；后期，进行高标准河网化。六十年代，着力整顿

排水干河，匡圩建闸，发展机电排灌。七十至八十年代，全

面规划，分片治理，加强管理，提高效益。在渠北调整排灌

水系，分区分级排水；在渠南改造自流灌区，续建配套工

程；在沿河沿荡地区，加强圩区建设，巩固防洪阵地。近四

年来，水利建设更加扎实，更富有成效。全县年平均出工

13万人，先后重点实施了灌溉总渠帮戗、废黄河护坡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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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射阳河及马荡圩堤整修、渠北排水渠疏浚、三灶中心

河、三分港、阜坎河等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整治骨干沟

渠16条，新建配套建筑物377座。长期以来，由于水利建

设得到了重视和加强，县内自然面貌与生产条件发生了

根本变化，粮、油、棉连年获得丰收，城乡居民生活明显改

善。当此盛世，编撰专业史志，谱写水利建设新篇章，诚为

可喜可贺。

《阜宁县水利志》是阜宁县一部专业志，对“资治、教

化‘存史"和探索治水规律，具有深远意义。值此志出版问

世之际，我希望全县人民，特别是水利战线上的广大干部

职工继续弘扬过去那种团结治水、无私奉献的精神，为振

兴阜宁经济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阜宁县县长于利中

1993年7月1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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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记述阜宁县水利事业的发展，上溯不封顶，下限一般至

1992年，大事记及机构沿革书至1994年年底。

2．全志用语体文记述，详今略古，横排竖写，分列章、

节、目、子目，共13章，序、概述、大事记放于志首，附录及

后记均置于卷末。按章随文，配插图、表。条目序号统用汉

字。文中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3．历史纪年：1949年以前，用朝代、国号，后加括号，

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第一次用全称，以后

简称“建国前’’、“建国后"。

5．志中凡称“党一、“政府’’的，均指中国共产党、人民
政府。

6．各个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及地域名称，均沿用古

地名加注今名。援引历史经界时，皆按当时区域记述。县、

乡、村建制多变，随更迭时段实载。

7．奖励表彰以市以上党政机关单位授奖为准。治水

英模事迹按生不列传原则纪实，其余以事系人，概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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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

8．计量单位，除引用的原文外，一律用公制，不用代

号；高程以废黄河I：1零点计算。计数至小数点后两位。

9．引用史料，摘录原文，均加引号，注明出处。对各历

史时期之政权，用第三者习惯称谓，不加政治性评语。

10．凡无法书入正文之内容，皆收入附录中。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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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阜宁县位于江苏省盐阜平原北部，南北长52．5公里，东西宽

48公里，土地总面积1438．3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20．9万亩，跨

东经119。27’"-'l't9。58’，北纬33。26’～33。59’。东与射阳县相连，北

与滨海县接壤，南界马泥沟与建湖县毗邻，西南至窑头河和淮安市

交界，西北至废黄河和涟水县相望。地形呈蚌壳状，西南高亢，东、

南、北低洼。射阳河蜿蜒经腹，废黄河斜行西北，建国后开凿苏北灌

溉总渠于其中，三条水系大体平行，将县域划成三大片，即射阳河

南片、总渠南片、总渠北片。射阳河南沟河纵横，有耕地34．14万

亩，历史种稻麦。射阳河以北，与总渠之间有耕地71．22万亩，总渠

北有耕地14．54万亩，原沟河稀少，皆历种旱谷，后长水稻。1992

年末，全县有25个乡镇，659个村，280451户，107．72万人口。

县域古为浅海湾，沧桑互易。新石器时期，海岸东移，淤垫日

多。春秋属吴，继属越、楚。西汉时属古射阳县、盐渎县。晋以后属

山阳县、盐城县。隋以前为射阳湖入海湾口，宋嘉定时建真武庙于

轭湾，得名庙湾。明初称庙湾盐场。万历二十三年(1595)，筑城御

倭，称阜宁城。清雍正九年(1731)，立阜宁县，属淮安府，县治在阜

城。彼时县域广阔，东临黄海，南至草埝河，西至苏咀镇，北至云梯

关，总面积5766．75平方公里，农田4567937亩，其中水田

1370381亩，旱田3197556亩。民国7年(1918)起，开发沿海垦区，

先后有华成、阜余、大生、合德、大新等20多家公司参与，拥有土地

140余万亩。民国初，阜宁隶属江苏省淮扬道。民国21年，属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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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督察区。民国29年，建立民主政权，隶属淮海区。民国30年，

隶属盐阜区。后因战争环境需要，分置阜宁、阜东、射阳三县。1949

年，属盐城行政区。1983年，属盐城市，是里下河尾闾内陆县。属北

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4℃，降雨量933．6毫米，无霜期

213天。

历史上，阜宁洪、涝、卤、潮、旱交相为患。从宋绍熙五年

(1194)黄河夺淮，川陆易形，历经宋、元、明、清、民国五代，至1949

年的755年间，水旱灾害达257次，平均约三年一次，海潮卤水不

可计数。民国20年大水，里下河一片汪洋，县境洼地水深数尺，人

畜伤亡无算。旧社会地方硕耆和劳动民众也曾浚挖过一些沟河，但

多年失修，淤塞严重，田间工程甚少，水利条件很差，农业产量低而

不稳。射阳河北大片土地，久种旱谷，靠天收无保障，马河南高沙土

黄泛区，沟河不多，水土流失严重，暴雨成涝，无雨干旱，遍地冒碱。

马河以北和沿射阳河、马荡粘土地区，地势低洼，沟河弯曲，垛田零

乱，不成系统，遇雨即涝，大雨则灾，旱则卤来，里运河归海坝若

开，遍成泽国。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下简称建国后)，提出水利是农业

的命脉，投放大批财力、物力、劳力，兴修水利，建设农田。中国共产

党阜宁县委员会(以下简称县委)、阜宁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

府)，领导民众，面对现实，改造自然，治理洪、涝、旱、渍、碱、卤，卓

有成效。根据当时社会经济环境和水利建设方针，大体分为三大阶

段。

第一阶段，1949"-,-1957年。这是阜宁水利发展的初级基础阶

段。新中国百业待兴，“防止水患，兴修水利，以达发展生产的目

的”，成为建国初期水利建设的基本方针。阜宁县根据国家要求和

民众需要，分别轻重缓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并发展各项水利

建设，理顺“分块式”的水利格局，积极加紧健全水利机构，充实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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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利队伍并培植水利人才，搜集掌握水系资料和实际情况，逐步

制定水利发展规划，明确开展以挡潮、防洪、除涝为重点，以“旱改

水”为主要内容的水利建设。首先立足全局，出工参加修筑海堤挡

潮工程和南八滩渠、三仓河等境外工程；着手查勘规划，清除明暗

坝埂，疏浚旧有排水沟河；开挖苏北灌溉总渠、排水渠；建成总渠腰

闸、东沙港调节闸，控制调节了总渠、排水渠的水位；先后建成总渠

堆堤上的苏咀、潮沟、马河、阜沙、小中灌溉涵洞，按洞分级配套干、

．支、斗、农渠，依渠系输水范围和行政区划成立灌区管理所；开挖与

整治了沿岗、小中、潮沟、马河、民便、胜利、苏咀、阜滨、三乡、生产、

驿沙、帮家沟、十里长圩等于支河渠。九年共计完成县内土方5053

万立方米，建成中小型涵洞2571座，机械排灌36台、587千瓦。

经过零星旱谷试改水稻成功，1955～1957年连续旱改水56万

亩，全县水稻面积增加到85万亩，占耕地面积65％，粮食总产突

破15万吨，增产11％，荣获国家农业部的爱国丰产奖状和金质奖

章。

第二阶段，1958"1979年。水利建设积累了经验，取得了较大

成绩，壮大了水利队伍，修建了一大批中小型水利工程，不少至今

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1958年，中共阜宁县委、县政府积极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在“以犁

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的方针指导下，发动群众，大搞水利建

设，完成的工程数量，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形成了河网化雏形。先后

兴建总渠薛梨洞、天沟洞、阜滨地下涵洞等工程，但由于步子太大，

推行大面积连片标准河网化，最多组织过11个兵团，4万民力整

治骨干河道，内部小型水利投入13．8万劳力，标准高，速度快，凭

主观出发，兴众施工，遗留了通榆河、战备河等“半拉子”工程，加之

受三年连续自然灾害影响，旱改水后又一度回旱。1963年后，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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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涝治渍、发展灌溉，重点整顿排水大沟，增建总渠跃进洞，改建潮

沟洞，疏浚了恒河、JII里河、被泽沟及渠北十字河、张曹河等，按干、

支、斗、农渠和干河、大、中、小沟排灌系统实施，逐步做到灌排分

开、水旱分开、高低分开和控制地下水位，恢复完善旱改水，并开始

圩区建设，匡圩建闸，发展机电排灌，设渠北羊寨、芦蒲中小型机排

站，打农灌浅井168眼，增强抗御旱涝灾害的能力。70年代，开展

全面规划，综合治理，按北方农业会议精神和江苏省建设农田的

“六条标准”，实行水、田、路、林、村全面规划，洪、涝、旱、渍、碱综合

治理，编制“四五”、“五五”规划。增建总渠恒河洞、东沙港洞和废黄

河童营洞，改建小中河洞。从1974年后，开浚的河道，均挖深至一

1．5～--2．0米，推行深、平、网格局。开挖了中心河、胜利河、公兴

河、通阳河、翻身河、青杨河、青南河。沙土地区重点搞好水土保持，

河渠黑土镶坡，植被绿化，建跌水，控制水土流失，减轻河道淤塞。

建立城东、洪桥两大样板片，明确布局标准，以点带面，全面进行自

流灌区改造。70年代后期，面对南水北调，自流困难，砍掉自流灌

区尾巴15万亩。建成渠南14座集中灌溉站，补引射阳河水源灌

溉。低洼圩区，修筑圩堤，建闸建站，按水系地形结合行政区划，以

一村为主，建筑联圩，因河并口，圩内河网，各成系统。

本阶段共计完成土方49723万立方米，建成中小型涵洞8672

座，机电排灌动力2844台47658千瓦，其中固定站677座29025

千瓦。

·‘第三阶段，1980年以后。水利建设通过拨乱反正，基本任务

是：充分管好用好现有水利设施，搞好现有水利工程的续建、配套，

大力发展小型水利。实现了三个重大转变：水利工作的重点从进行

大规模建设转变到“加强经营管理，讲求经济效益”上来；从为农业

服务为主转变到为整个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上来；从不

够重视投入产出转变到开始以讲求经济效益为中心上来。把。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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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一把钥匙”(征收水费，综合经营和落实承包责任制)作为搞

好水利管理的重要途径。十多年来，在防洪排涝、巩固和发展农田

水利基本建设、扩大水土保持面积、综合经营等方面，取得显著的

成就。农田水利分片治理，突出重点。渠北地区重点整治涝渍，建

成周门、单港、北沙三大翻水站，向废黄河排水；增建老曹、马集两

座节制闸，分级控制水位；疏浚低排水渠和三马引河；整治北沙、

羊寨、芦蒲的大沟；调整排灌水系，分区分级排水；限制自流，发

展提水灌溉。渠南地区实行自流灌区改造，重建总渠薛梨洞。自

淮水北调，水位降低，原有渠底和涵闸偏高，难用引江水源。遂

浚深渠底，新建、改造建筑物，发展电灌，引水上田，配套桥涵，进

行渠道系列整治、调整水源，江淮并用，自流提水两套准备，保证

农田灌溉。同时改造三乡、潮沟、胜利等干、支、斗渠灌道，整治大

沙河、三乡河、益南大沟等排道；在古河、板湖、陈集三乡，改造中

低产田。射阳河南及沿河沿荡地区，继续加强圩区建设，建立防洪

阵地。

本阶段共计完成土方28604万立方米，建成中小型涵洞建筑

物8323座，联圩并口，调整圩区布局，加高加固圩堤，长达1393公

里，发展机电动力2352台35379．8千瓦，其中固定站182座

16552千瓦。 ．

43年来，全县共投资水利建设经费14048．62万元，民众劳务

投入相当此数二倍，完成土方83380万立方米，石方152988立方

米，混凝土方89743立方米。浚挖流域性、区域性、河渠7条，支流

6条。开挖大沟123条，中沟1333条，小沟6273条；干渠7条，分

干渠7条，支渠45条，分支渠4条，斗渠1110条，农渠5362条，田

间沟渠系统基本配套。建设联圩205个，圩堤总长1393公里。结

合修筑公路17条，292公里。发展机电排灌5232台83624千瓦，

架设高压线路82条，1919．4公里，建变电所11座，138950千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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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水力发电1700千瓦。机电排灌面积达114万亩。建设中小型

水工建筑物19531座，凿井449服。旱改水56万亩，沤改旱18．5

万亩。累计建成旱涝保收农田60．1万亩，全县人平均0．56亩。改

造中低产田40．28万亩。防汛防旱能力逐年增长，经受了历年洪

涝，特别是1991年大洪的考验。工程、财务、水政管理，步入正轨，

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综合经营达6个行业39个项目。1992年，局

属综合经营单位有18个，设25个点，职工493人，当年产值706

万元，创利税63万元。今天的阜宁水利，基本建成了防洪、防涝、防

旱、防渍四套水利工程体系，洪、涝、旱、渍、碱综合治理，沟、渠、田、

林、路统一安排，桥、涵、闸、站、点配套成龙，农、副、工、商、交全面

发展，充分利用水资源和人、财、物、技术优势，为经济建设服务。

1992年，粮食总产已达57．29万吨，较建国初的11．04万吨增长

5．18倍。 ，

、·

随着水利事业的发展，水利部门自身建设也得到加强。水利队

伍由少到多。至1992年末，实有局属单位21个，554人，其中干部

105人；乡镇水利管理服务站25个，119人，其中聘干23人。全系

统合计673人。科技力量从无到有，计有高级职称6人，中级职称

34人，助理级67人，员级44人。

阜宁县水利建设发展比较迅速，主要原因：一是党政领导部门

重视，把治水摆上了重要位置，作为农业命脉、国民经济基础来抓。

二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探索治水规律，认真规划，综合治理，集中力

量，解决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主要矛盾。三是从实际出发，立足当

前，狠抓实效。同时发扬了团结治水精神，多年来射阳河南民工曾

对射阳河北地区的水利建设作出多次支援。

阜宁治水，也曾有过差误。主要是前期思想重建轻管、重灌轻

排，重数量轻效益，配套跟不上。斗渠以下排灌不分，涝渍返碱，旱

改水的部分农田又一度重新回旱，有些地区涝渍减产严重。其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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