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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漳卫南运河源于太行山，地跨河南、山西、河北、山东四省和天津市，流域面积37700平方

公里，是海河南系主要的排洪入海河道。

漳卫南运河历史悠久，它曾对促进我国南北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漳卫南运

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漳卫南运河养育了这里的人民，记载了这里的历史变迁和灿

烂文化。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漳卫南运河的治理工作o 1958年3月，水利部、农

业部联合组建了漳卫南运河管理局，从此，漳卫南运河的各项水利事业开始纳入统一管理、综

合治理的轨道o 40多年来，经过漳卫南运河管理局全体职工和沿河两岸人民群众团结治水，兴

利除害，使古老的漳卫南运河焕发了新的生机。漳卫南运河不仅防洪抗洪能力大大增强，而且

兼具蓄水、灌溉、输水、发电等功能。为造福两岸人民，服务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在历史迈入新世纪的今

天，人们对水的认识正在由人定胜天、向大自然无节制的索取向按自然规律办事、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转变。在防止水对人类侵害的同时，人们越来懂得珍惜水、爱护水，越来越注意减少和防

止人类对水的侵害。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正在成为人们的共识。

漳卫南运河肩负着防洪减灾、抗旱输水以及保证铁路运输和城乡防洪安全的多项任务。应当看

到，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的改变和河道防洪体系自身所存在的缺陷，漳卫南运河目前依

然存在着水资源不足、污染严重、防洪保证标准偏低等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应当按照“全

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紧紧围绕工作中所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认真研究各种治理措施间的相互关系和科学配置，使水利建设与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紧密结

合，促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协调统一。在这方面还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

开发治理漳卫南运河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漳卫南运河管理局的同志们历时6年编纂完成了<漳卫南运河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

的工作。希望《漳卫南运河志》的出版，能为了解漳卫南运河的形成与变迁，学习前人治水经

验，探讨新的治水理念提供借鉴。同时也希望漳卫南运河管理局以及沿河有关单位的同志继续

努力，团结奋斗，扎实工作，为漳卫南运河水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值此<漳卫南运河志>出版之际，谨以祝贺o
。 ，1，

之习协’弑，’．／厶¨JI。1



序 二

《漳卫南运河志》正式出版了，这是海委系统乃至海河流域的一件大事。

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类生存、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资源。漳卫南运河是

海河南系最大的一条河流，漳卫南运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

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并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文化。漳卫南运河水利建设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远

在5000年前，大禹就在这里留下治水的足迹。春秋战国时期，西门豹兴建的引漳十二渠，与都

江堰、郑国渠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水利灌溉工程。特别是隋代以后，卫运河、南运河成为我国南

北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南北文化交流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由于

社会制度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流域水旱灾害肆虐的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发治理漳卫南运河。先后对卫

河、卫运河、四女寺减河、漳河等骨干河道进行了大规模治理，开挖了共产主义渠和漳卫新河，

在漳河、卫河上游修建了280多座大中小型水库，在卫运河、漳卫新河上兴建了四女寺、祝官

屯、引黄穿卫3座水利枢纽和6座拦河闸。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开发治理，不仅使河道行洪能力

达到了4000立方米每秒，而且在供水、灌溉、发电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效益o

综观古今，治国必先治水，治水才能兴邦。进入21世纪，中国水利已开始从工程水利向资

源水利、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和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在新的形势下，必须按照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治水理念开发、治理和保护漳卫南运河，做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以促进

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维系良好的生态环境。

漳卫南运河管理局主持编纂<漳卫南运河志>，历时六载，几易其稿，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志书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经世致用价值，以志为鉴，可以知兴亡、得

失。这部《漳卫南运河志》，以准确可靠的资料、丰富翔实的内容记述了漳卫南运河形成、变迁

的历史，全面系统地展示了漳卫南运河治理开发的历史进程和巨大成就，是一部漳卫南运河流

域的水情书、地情书。我相信，《漳卫南运河志》的出版，必将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必将对今后漳卫南运河水利事业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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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卫南运河志>是海河流域第一部以漳卫南运河为对象的江河水利志o

1998年3月，漳卫南运河的专管机构——海河水利委员会漳卫南运河管理局成立整整

40年了。为充分记述漳卫南运河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漳卫南运河的开发

治理成就，研究探讨河道治理与工程管理经验，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江河水利志编纂工作的

通知>精神，我们在建局40周年前夕——1 997年下半年开始着手进行<漳卫南运河志>的编

纂工作o
‘

编纂<漳卫南运河志>的过程同时也是学习了解历代治河方略，归纳总结各方治河经验的

过程。历史上，漳卫南运河曾经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同时洪害

频繁，“几乎每岁必决”，长期为患。新中国成立以后，1957年水利部批准了<海河流域规划

(草案)>，对漳卫南运河的治理工作提出了“上蓄、中疏、下排、适当地滞”的治理方针和综合

治理措施。此后，根据实际情况又多次对规划进行了补充修订。在统一规划指导下，经过40年

的治理工作，漳卫南运河已基本形成蓄泄兼顾、“单独入海”的防洪工程体系。设计防洪标准达

到50年一遇，除涝标准达到10年一遇，入海泄洪能力达到4000立方米每秒，是建国初期的

13倍。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沿河各级人民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共

同努力的结果，是统一规划、团结治水的结果。

几年来，<漳卫南运河志>编志办公室的同志们为完成编写工作，不辞辛苦，多方奔走，广

泛采集各种素材，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走访了沿河许多有关单位，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海河水

利委员会、<海河志>编纂办公室以及流域内有关单位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指导。希望<漳卫南

运河志>的出版，能够为研究漳卫南运河的形成演变过程有所帮助，能够为所有关心、从事河

道治理工作的人们提供资料借鉴。更希望社会各界通过<漳卫南运河志>了解漳卫南运河，关

心漳卫南运河，为漳卫南运河今后的建设和管理工作献计献策、添砖加瓦，使漳卫南运河水利

事业取得更大的发展。

馆幸
一力奇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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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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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的编纂规范是1985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布的《新编地方志暂行规定》和

中国江河水利志研究会拟订的《江河水利志编写工作试行规定》。

三、本志记述的对象是漳卫南运河河道特性、历史变迁、洪涝灾害及治理成就等，重

点记述漳卫南运河管理局所辖范围内的水利事业，对于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仅做简要

介绍。

四、本志的断限，上限追溯到事件的发端，下限断至1996年年底，连续性较强的事件，

在时间上略有延伸。

五、本志以志为主，辅以记、传、图、表、录、照片等，篇目采用横排门类、纵写始末

的方式编排，设章、节、目、子目等，节以下层次均采用数字序号表示。

六、本志除引文外，一律使用语体文、记述体，力求做到言简意赅、述而不论，寓褒贬

于事物记述之中。

． 七、本志资料来源于历史文献、图书、档案、政府统计资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

真，以保证其全面、系统、翔实、准确。

八、本志的书写规范：

1．文字采用1964年国务院公布的简化汉字。

2．标点符号遵循1990年3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标点

符号用法》．

3．计量单位以1984年2月27日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

为准。高程除特别注明外一律采用黄海高程。历史上的计量单位照实记载。

4．本志中的纪年，1949年(民国38年)以前使用朝代年号，括号内注明公元年号，

1949年以后一律使用公元年号，公元前及公元100年以内的纪年冠以“公元前”和“公元”

字样，公元100年以后直书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分别简称．“建国前”“建国后”。

5．书中记述的机构地名以记事年代为准。机构名称均按当时名称记录，在书中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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