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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铣的文化传统，然而，有史以来丰南县还没有一部水利志书．

《丰南县水利志》的问世，是值得庆幸的事。当前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深入开展的修志活

动，并非单纯为了继承传统，其重要原因在于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能够清醒地认识中国国情，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的需要。通过i己述地方政区综合、全面、系统的信息，帮助我们观始察终，鉴往知来，

避免重犯历史上发生过的错误，为科学决策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

水利足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是历代治国安邦的霍要课题。编修社

会主义新志，就要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当代。‘丰南

县水利志》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比较全面地记述了丰南县水利事业

发展情况。读后使人感到：新中国成立后，丰南县开展了大规模水利建设，排灌设施巳

初具规模，扭转了洪涝旱碱灾害频繁的局面，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发展。但是．我们今天

取得的成就，是人们共同劳动、长期积累的成果，它既来源于过去的劳动成果，又为以

后的发展奠定基础。丰南县水利事业的发展既受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而有其必然，又受行

政干预、人为因素的作用而显得非常复杂。编写人员通过记述大量史实资料，彰明了各

项水利工程建没的因果，在肯定水利建设成就的同时，又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建国以来主

要屉依靠国家投资、群众投劳建成了大量水利工程，由于建设线长，’资金不足，曾对人

民群众进行过无偿平调；同时重骨干轻配套，重建设轻管理，工程投入运用后不计成

本，不收或少收水费，使有些工程效益不能充分发挥，这就造成了国家兴建的水利工程

越多，国家负担的工程维修、管理费用越大，财政包袱越背越重，一旦不能满足这一需

要，工程老化失修就严重，工程效益就减退，形成水利经济的恶性循环，影响社会主义

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揭示出水利工作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刃性。

《丰南县水利志》力求继承优良传统，创社会主义方志之新，在体例章法以及反映

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和尝试。但毕竟由于缺乏经验和水平所限，纰漏

之处还是不少，希望广大读者、专家及修志同行多多提出批评意见．
，■

』

李士英 。 于丰南县政协

1 9 8 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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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我的租雄原籍是丰南县大吴庄村，后迁入宁河，父辈又从宁河迁至东北，丰南对我

有故乡之情。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父辈讲，迁居的主要原因就是家乡的土地涝碱严重，

十年九不收，生活无以为计，只好另谋生路。因此，我记忆中的故乡，水利条件很差，

群众，ti玉贫困。

后来我长大滨书，上大学又学习水利，毕业后由于工作的规定性，却一直与故乡的

水利建设无缘，电没有机会到故乡一睛风貌，家乡的水利条件变化如何，一直在我心中

蘩绕。自然，很希望能看到一本介绍故乡水利建设的书籍，以解思乡之渴。

1 9 8 8年春，丰南县水利局寄来《丰南县水利志》，经反复拜读，不仅了解了新

中图成立以来家乡水利建设的艰菩历程和辉煌业绩，而且对家乡水利历史的来龙去脉，

得到追本溯源的启示，使我耳闷一新，十分欣喜。现在县内水利设施已初具规模，生产．

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到1 9 8。5-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已由1 9 4 9年的99．4斤提高

歪1|742．6斤，总产量增加了4．6倍。同年夏，我又有幸与丰南同行一起，参观了故乡的

草泊水库和沙陡河入海路等一批壮观的水利工程，在我的故乡一一大吴庄，看到了_片

稻浪起伏的农田和一排排新房，再也见不到父辈述说的那种凄凉景象。《丰南县水利

志》的作者不仅真突地记述了这些令人鼓舞的美好一切，又以历史的责任感指出了水利

建设的失误和不足，尽管这与成绩相比是次要的，但对手南县水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将

会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

住此，我感谢《丰南县水利志》的编者付山的巨大心血和劳动。他们的辛勤劳动成

果不仅是研究亭南县水利建设难得的基础资料，也是进行热爱家乡、热爱社会主义租国

教育的一部好教材。

郑连弟

1 9 8 8年9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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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

一，本志记事上限未作统一规定，下限断于1985年。

=，本志按水利建设事业及工程项目分章立节，依历史阶段、年代顺序记述。

三，本志采用记事本末的方法编写，并配以必要的图表和照片。

四，全志所引文献资料，一般均注明出处。

五，对各历史时期的各级政权名称按当时的习惯称谓。志文中提到的“党”，指中

国共产党，所记的“县委”、“地委”、“省委”均指中国共产党所在地组织， “革委

会”系指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革命委员会”。

六，本志采用以事系人的写法，对涉及的去世人物一律不加褒贬。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简称新中国成立前，历史纪年按当时习惯用法并洼明

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公元纪年，简称建国后。

八，本志所用的各种统计数字，以县统计局公布的统计资料为依据。县统计局没有

的数字，采用县水利部门各个时期的调查统计资料。
、

九、凡高程一律为黄海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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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丰南为滨海平原县，建于1 9 4 6年，因在丰润南部，故名丰南县。 j

远在两汉时期，本地即建置士垠县，后几经更名。金大安元年(公元1 2 0 9年)

定名为丰润。从元代至民国年间，一直分属滦州和丰润。1 9 4 0年以后，抗El民主政

府曾先后建立“丰滦迁”， “丰玉宁”、“丰滦”等联合县。1 9 4 6年建立丰南

县。1 9 4 7年初，国民党政府设立了洹阳县，县城设在胥各庄。1 9 4 8年l 2月

l 2日全境解放，丰南县人民政府接管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全部政权。新中国成立以后，

丰南县政区多次调整。1 9 5 4年7月并入丰润县，1 9 6 1年3月恢复建鼍。建国以

来，本县先后隶属于唐山专署和唐山行署。1 9 8 3年5月实行市管县体制，划归唐山

市管辖。

丰南县现在的地理位置为北纬39．2度至39．2度和东经117．9至118．4度之间，北靠丰

润县和唐山市，南临渤海湾，西与宁河县、汉沽农场接壤，东与滦南、唐海县相连。总

面积1568平方公里(其中南堡盐场占地2 7 l平方公里)，海岸线长23．5公里。全县共

有8 0个乡镇，492个行政村，总人13 46．5万人，其中农业人13 42．1万人。1985年全县

在册耕地为76．4万亩，在广阔的非耕地中，有草泊l 6万余亩，草荒和盐碱荒地24万余

亩，主要分部住西南部低洼地区。

据县内出土文物考证，早在新石器时代本地就有人类在沙河，陡河流域繁衍生息。

明代永乐年间，又有浙江、山西、山东等地大量移民到这里定居。水利事业与人类生活

息息相关，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据旧《丰润县志》记载，辽金以来职官中，均设有管

河主簿一员。民国时期，水利事务由县属建设局(科)主管，主要负责护堤、防汛等事

宜。限于当时生产力的制约和社会制度的局限，历代政府机构中虽设有负责水利事业的

官员，却难以组织大规模兴修水利活动。新中国成立以前，境内有沙河、陡河两条主要

天然行洪排水河道及岳家河，小戟门河，韩家河、煤河等诸小河流。除陡河以外，其它

{¨j流均无入海出路，分别注入草泊、油葫芦泊两大洼淀，水系紊乱。在京山铁路以西的

厂4阔地区，除煤河以外，没有其它可供泄水的河流。这些河道窄小湾曲，一般没有堤

埝。虽然历代都比较重视陡河的管理，但经1 9 4 9年测算．最大行洪能力仅1 2 0立

方米每秒，两堤单簿，顶宽不足两米，尖子沽以下便没有堤埝。至于灌溉工程，只有

清代道光年间建成的一座比较壮观的董各庄节制闸，可以拦蓄陡河水源，供沿岸百米左

右的农田提水灌溉。全县砖石井数量不多，’且大部分为少数富户所有，主要是供饮用，

不能在大面积农田发挥抗旱作用。由于全县乏缺系统、完善的水利设施，不能抗御水旱

灾害，致使洪涝早碱频繁交替为害。每遇洪峰，河水出槽，遍地横流，与沥水连成一

片。过去一直流传这样的歌谣： “夏秋大水汪，出门把水趟，春季一片白(碱)。亩产

百斤粮，人民生活苦，糠菜半年粮。” 。

1 9 4 9年和l 9 5 8年，丰南县接连发生了两次水灾，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

失。治理洪涝灾害，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成为当时的主要任务。l 9 4 9年大水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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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勘测了沿海地彤，开辟入海出路。1 9 5 3年开挖了陡河分洪道，为以后根治陡河

水患奠定了基础。1 9 5 6午疏通了沙河小集至草泊之间的河道并加固了防洪堤埝，

1 9 5 8年又滑历年洪水走向，修筑了小集至钱营林子里之间的防洪堤埝。为改善京山

铁路以西地区的生产条纠：和进行开发生产，1 9 5 6年开挖了王兰庄路北棉田河，并于

1 9 5 8年修建了油葫芦泊水库，因工程标准偏低，未能摆脱沥涝灾害；1 9 5 9年开

挖r津唐运河，因沟通天津、唐山两地水运的计划未能实现而成为两部地区主要排水河

道。

1 9 5 6午以后，沿海地区帼继建成拍各庄农场、南馔盐场及汉南铁路，堵塞了事

南排水出路，使大片土地处于封闭状态。为缓和这一矛盾，1 9 5 7年曾歼挖张庄子和

黑滑子两条排水渠，仍未能解决问题；1 9 5 8年又在草泊北部修建了草泊水库，承担

沙河、隧河洪沥水缓滞任务并落水灌溉，由于蓄泄不平衡和造成水库周边严重碱化，于

l 9 6 2年大汛期间扒堤泼库。

上述t程虽曾起到一定排水作用，但标准很低，而且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泼有

统’一规划，往，庄顿此失彼，很少能达到予期目的。

进入6 0年代，由省、地水利勘测设计部门帮助卡南县做出了《丰南滑海地区排水

规划》和《陡河以『，玎排灌治碱规划》。根据以排为主、排灌结合的治水方针，采取商水

高拂、低水低排的分片排水措施：一是疏通原有排水沟渠，导水入iHf；二是没有排水}ji

路的另辟排水渠道；三足封闭洼地兴建扬水站排水，有水源条件的兼顾灌溉。随着围比

经济的恢复和好转，网家逐年增加水利投入，建设规模不断扩大。

1 9 6 3年开挖r黑沿子tJ!=7二，而后又与上游小戟门河接通，并对小戡门河进行了

三次扩建。l 9 6 4年着手侄中部地区开挖西拂f，后经三次较大规模扩建，形成了贯

穿全县南北、单独入海的排水河道。1 9 6 5年对陡河进行改道治理，利用陡河分洪道

沿草泊水库西侧直接入海。1 9 7 6午春完成了沙河的全面治理，开挖了入海路，加固

了上游堤埝。从此，全县自东向西基本肜成了小戡fli．J及黑沿予排干、沙河、陡河，西

排f和津唐运河等五个较为完整的行洪排涝系统，入海能力达到l 0 8 2立方米每秒，

排水标准达到十年1遇．以上。

侄整冶骨r河道的同时，按照分片排水的原则，把全县分为白排区和机排区分别治

理，进一步解决农田除涝问题。在能够自流排水地区，新挖和改善支流自排渠道3 0多

条，除涝标准分别达到五年、十年，并有少数达到二十年标准。对地势低洼、农田积水

受河道水位『贞托不能碇时排出的地区，从1 9 6 4年起陆续兴建电力排灌站。由于缺乏

扬水站的设汁和管理经验，初期建站规模较大，排水标准为i年一遇，使扬水站控制面

积过大，排水渠系过长，效益不甚明显，管理也比较困难。经过总结经验，此后建姑一

般一乡一站，扬水能力不超过8屯方米每秒，建站标准由三年提高到五年。到1976年。

全县建J芟扬水能力1秒O-米以}二的扬水站2 3座，机排能力达1 4 0立方米每秒。尽管

这些除劈￡程由-f规划不周，出现了一些瞎工程，还是明显地提高厂农田抗涝能力。

境I勺排水出路解决以后，。由于海潮输沙作用，海I：I淤积矛盾同益突出。防潮闸门建

成，把海潮挟沙淤积的矛盾转移到闸下。为保iEi．1道行洪安垒，县内曾几次组织人工和

挖泥船清淤，每次清完后不到一年即被淤平。1 9 7 3年，陡河防潮闸闸I]深埋于淤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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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能启闭，河港近于淤平。1 9 7 4年以来，采用机船拖淤办法，使各河入海尾闾保

持了一定的过水河槽，初步解决了因海口淤积不能泄洪排水的问题。

为发展灌溉事业，对陡河灌区进行了一系列改造，以充分利用陡河基流以及唐山市

区污水，不断扩大灌溉面积。1 9 6 7年完成了董各庄节制闸改建工程，陡河灌区的设

计灌溉面积达到1 0万亩。l 9 5 8年开挖了幸福河，引来沙河水源，解决了沿线3万

余亩农田灌溉。陡河、西排干、沙河等防潮闸和袭庄枢纽工程连成后，不但在改良土

壤、治理盐碱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而且调善了一部分洪沥水，为签春灌溉提供了水

源；在扬水站建设中，凡有水源条件的都建成了排灌两用泵站。这些工程的建成，使境

内的地上水源得以充分利用。

半南县地处燕山南部平原，《畿辅通志》称： “负山带水，涌地成泉”，地下水资

源比较丰富。5 0年代曾大力发展土砖井和木管井、缸管井，对改善灌溉条件起到一些

作用。1 9 6 4年以后，丰南县进入钻机打井时代，加之提水工具的进步，离心泵的广

泛应用，地下水得到大规模开发利用，水浇地面积逐年扩大。到1 9 7 5年底，全县农

田用机井达到4 3 0 0眼，井灌面积约占全县灌溉面积的二分之一以上，农田灌溉条件

发生了根本变化。 。

“东治沙，西治洼，中部大搞园田化”这一群众性农田基本建设为丰南县水利建设

的历史增添了光辉一页。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组织群众开展挖渠打井、开发和平

整土地、修建☆田等一系列声势浩大的农田基本建设活动，对全县的水、田，林、路进

行综合治理，田问拂灌设施不断完善，使骨干工程的设计效益得到充分发挥。

1 9 7 6年7月2 8日发生强烈地震，全县水利工程遭利毁灭性破坏。丰南人民在

全省各地的支援下，经过4年修复建设，全县水利工程在标准雨l数量上得到进一步提高

和发展。

进入8 0年代，贯彻“加强经营管理、讲J兜经济效益”的方针，水利1作重点逐渐

转移到管理上来。在全县范围内健全了管理机构，增设了管理站点，充实了管理人员。

在加强工程管理的同时，推行了机井管理责任制度，加强了水费征收，努力发展纺合经

营。与此同时，注重了水利基础工作，完成了全县水资源普查和水利区划，为合理开发

利用水源资提供了科学依据，明确丫以后水利建设的主攻方向。

经过卅多午水利建设，丰南县水利设施巳初具规模。全县五大排水河道的设计排水

能力达到1 3 0 0立方米每秒，草泊和油葫芦泊两座平原水库可以发挥调蔷洪水作用；

在低洼区建成扬水能力1立方米每秒以上的扬水站39座，机排能力达至1J218．3立方米每秒．

开挖了8 9条机站排千和2 5条支流自排渠道；各河沿岸建成扬水点300余座，建成过

水能力1 O立方米每秒以上的各种水闸3 5座，到1 9 8 5年，农用机井达到6 0 5 9

眼。通过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备乡、村建成4 0 0 0多处小型水利工程和大量的团问路

渠工程，大面积土地得到平整，建成台田33．7万亩，全县洼地实现了台田化。据统计，

从l 9 4 9年到1 9 8 5年，不包括省、地组织兴建的工程，国家用于79幂,J建设的投资

约为4225．3万元，完成土石方1亿立方米以上。由于坚持不懈地开展农田水利建设，使

洪涝灾害得到初步控制，灌溉事业有了较大发展，目前，全县农田基本得到除涝工程控

制，自排区除涝标准达到五年一遇以上的耕地面积有34．2万亩，其中十年标准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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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5万卣，二十年标准以上的4．1 6万亩l机排控制面积达4 1．7 4万亩，均达

到五年一遇；全县灌溉面积由1 9 4 9年的6．57万亩发展到1 9 8 5年的37．43万亩，

占总耕地面积的4 9．％t原有盐碱地2 2万亩，改造了l 8．4万亩。由于生产条件的

改善，为引用高产优种、扩大高产作物，提高复种指数和灾行集约化生产创造了有利条

件，有效地健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到1 9 8 5年，全县粮食总产量由1 9 4 9年的

3243．35万公斤增]J旧J18088．7万公斤，单产由49．7公斤提高至1J371．3公斤，分别增长了
4．6倍和6．5倍。

但是，建国以来的水利建设并非一阢风顺。由于对自然规律认识的不够和受“左"

的思想1二扰，加之缺乏科学态度，违背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使有些工程建成后造成生

态环境尖调，芦苇、野禽和鱼蟹等资源锐减；有些工程由于肓F{施工和重复建设，造成

站界混乱，流域不分，或者配套不全，甚至闲置无用，有待于进一步配套完善。。在

机井建没中，一直未能实现合理的机井布局，由于过邕歼采，西南部深层地下水严币F

降；还育个别地区只追求打井数超出现成井质量差和臀理不善的偏向。由于多年重建轻

管，许多工程和没备得不到正常维修和保养，加之管理工作无法可依，一蝮一i二部群众法

制观念淡薄，人为破坏水利工程的行为得不到有效制止，工程损坏严重。随着工业的发

展，唐山前和本县工业唆水未经处理任虑排放，水资源受到严礓污染，虽已引起市、县

政lf：f的黍视，并也着手进行治理，但泼能有效控制眄染，并有加剧趋势，长此下去，将

后患尼劣。1 9 8 0年以来，农村实行了家庭承包生产责仟制和鼓励发展商I臻经济，围

家、集体和个人对水利建没投入显著减少，许多基层干部和群众对集体兴建的水利Ir：程

放松了管理，县、乡政府也对农懈水利工作重视不够，使工程老化失修，效益衰减，降

低j，农、世生产的抗灾能力。所有这些，都应在今后的工作中引为成鉴。

抚今追昔，新中l目建泣卅多年米，卞南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参加

了农H1水利建没活动。他们顶严塞、冒酷暑，倍尝艰辛，有的负伤致残，有的献出P主

责，t命。他们的奉献精种可坎可泣，永为后世效法和敬仰。

社会在前进，水利侄发腰。丰南人民正在水利建设初见成效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经

验教训，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依靠政策和科学，千方百汁增加投入，努力开创水利

建设斩局面，把水利事_2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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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明万历十三年(1 5 8 5年) ，

．

侩贞明负责京东植稻，在丰南县的稻地，宣庄、宋家营一带垦种大面积水稀．

清雍正四年(1 7 2 6年)

本县曹家泊等处，营稻田一十八顷二十五亩，农民自营稻田三十五顷二十八亩．

清雍正五年(1 7 2 7年)

怡贤亲王向皇帝建议整治陡河诸流，在王兰庄开辟营田。

清雍正七年(1 9 2 9年)

陡河因董备庄二甲口处决口改道。

，

’

清雍正十年(1 7 3 2年)

本县王兰庄、车道铺、望马泊、老潭等处农民自营稻田一百一十九顷七十八亩．

同年，工部侍郎乇钧侄本县王兰庄等处的菱角泊，营治稻田八顷五十一亩一分。

清乾隆五年(1 7 4 O年)

沙河改道，由原从小戟门村一带入泊改由小集、桑坨入泊。

清乾隆二十五年(1 7 6 O年)

为抬高陡河水位向王兰庄营H{送水，在董各庄二甲口处建成石坝一道，长8丈，高

l丈。
．

建成小陡河宣庄石桥一一中梁桥，桥长l 2丈。
，

清乾隆二十八年(1 7 6 3) r

修复坍塌的陡河二甲口石埙。

清道光十七年(1 8 3 7年)
，

陡河兰甲口石埙因道光十六．年被洪水冲毁，再次重修。

清道光=十年(1 13●．O年) 一

建成陡河董各庄节制闸桥，取名“乐善桥”。桥长l 8丈，桥高一丈三尺。

一．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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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庶清丰三年(1 8 5 1年)

完成董各庄节制闸维修工程。

清光绻六年(1 8 8 0年)

开平矿务局(现开滦矿务局)在胥各庄南二里处开挖煤河，秋后动工，光绪七年

(1 8 8 1年)四月完成。自胥各庄南起，向西至宁河县芦台止，与蓟运河相通，长约

7 0公里，河宽12弓，深八尺至一丈五尺，因是开平矿务局运煤专用河道，故名煤河。

、清光绪=+年(1 8 9 4年)

筑陡河堤，董各庄起，王兰庄止，沿河多设涵洞，引水灌田。

清光绪二十七年(1 8 9 8年)

陡河稻地铁桥动工，l 9 0 1年竣工，桥长50．4米，宽5米。

民国二年(1 9 1 3年)

董各庄节制闸因管涌不能蓄水，对基础进行了修复。

· 民啻二十年(1 9 3 1年)

滦县建设局主持修筑陡河堤，由女织寨起至望马泊止，长约二十余里，堤顶提高一

公尺六寸，宽2公尺，五月动工，六月竣工，使两岸受益。

1 9 4 9年

春，全县雨量稀少，每日狂风不断，麦田普遍遭受风早之灾。

6月，稻地一带降冰雹，大如茶碗，小如鸡卵，王米、高梁只剩秃杆，麦牲全被砸

落地下。
、

-r月l 4一一1 8日，县政府建设科组织大齐备庄，宋家营等受益乡村开挖了大田

港至东尖坨入草泊的大田港排渠。

7月2 0日一一8月1 8日，各地普降暴雨。是年唐山雨量站年降水总量1189．9毫

米，其中6一～9月降水975．3毫米，全县各河决n，洪水、沥水连成一片，一般平地积

水深l米以上。

l 2月l 0日，河北省蓟滦河河务局、唐山市政府、唐山专署、滦县、丰南，丰润县

组成陡河治水委员会。

是年，县政府建设科负责水利工作，毕新河任科长。

1 9 5 0年

春，县政府建设科派人勘测沿海地形，寻辟入海出路，在涧河村西和黑沿子村东分

别开挖了长4公里和长2公里的入海渠道。

春，丰南县出工去宝坻县参加潮泊河治理，麦收完工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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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赵壁1日ft建设科长·

1 9 5 1年

3月中旬，县政府建设科组织安各庄至下双坨陡河沿岸群众加崮堤埝1 0处，修复

边庄子至黄各戊之问险堤5处，4月中旬竣工。

1 2月，董作庭发明缸管井住铁匠庄示范成功。后经省水利厅鉴定并得到国家水利部

很l岛坪价，在全国推广。l 9 5 6年蘸作庭因此丽参加全罔群英大会，与毛毛席、周总

理等中央领导同：占合影留念。

是年，愚仁任建设科长。

1 9 5 2年

1 9 5 3年

4月，由鲋滦河务局设计，本县政府建设科组织胥存庄，稻地、：苛J￡，老铺4个地

区出t 1 2 o 0人，开挖了黄各庄举草泊罐沽长4．3公里的陡河分洪道，并在陡河分洪口

兴建溢流埙一座，汛前竣工o

7月下旬歪8月初，各地连续降雨l 3天，沙河出现3次洪峰，发生3次决口，累

计决口7 2处；其它备河均出现漫溢决口情况。全县积水面积达聋I]64．477亩，平均减产

6成以上，灾情仅次子1 9 4 9年。国家先后l 0批拨给补助款达十四亿两千一百零：

万元(旧币)。

9月，陡河渠道委员会成立，设立了专职人员，办公地点设在黄备n=，负责陡河工

程倚理和沿岸农田灌溉I鸵水事宜。

8月，县政府成立水利科，由2名技术人员和1名会计组成，李树发rE科长。 。

3月河北省政府下达指示： “水利民工工资除个人瀹耗外，委以保持一个到一个半

人的7E活为原啦n，规定普通工口8500元(旧币)，拔术工12000一13000元(Ir]币)，农

忙季节适当提高。

·’4月2 3日，陡河黄各庄分洪口的滏流坝改建成节制闸，增建了消力池，解决了冲

刷『nJ题，共使用投资1282400元(旧币)，用工24485个工日。

夏(麦收前)，唐山专署水利局设计并组织了“飞机场排水工程”，按十年一遇标

准扩挖了王家河，由京山铁路6 8号桥汇入煤河，排水流量达到5 2立方米每秒。

3月，丰南、丰润两县合并为丰润县，张品三任水利科长。

8月l 5日下午7点8 0分，天气突变，暴风雨骤起，不少房顶被舌0走，树木连根

拔起，8点4 0分风雨始停。受灾范围：南起么家铺，老王庄，北至丰润城关、沙流河

之间，长约1 4 0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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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5年

春，县水利科组织劳力开挖了自宋家营深港村经宋家营牡牛桥至尖坨入草泊的深港

排水渠。

4月1日，唐山专署召开水利工作会议。要求深入贯彻以开展小型水利为主的方

针，本着民办公助的原则，大力发动群众开渠，成滩，凿泉等多种多样的群众小型水利

以及举办大型灌溉工程，推广缸管井和砖石井、土井各种掘井及锥井下泉。

1 2月3 1日，国营柏各庄农场成立并做出《柏各庄农场灌溉设计》。农场位于滦

县(现滦南)、丰润(现丰南)两县南部的沿海地带，总面积486591亩。

1 9 5 6年

4月，为从蓟运河引水灌溉，老铺地区1 2 0 0人开挖和琉浚了百戟河，长百余华

里，6月初完工。

春，县水利科组织劳力完成了小集至东尖坨自家泊之问沙河复堤工程。

春，为解决本县西部洼地排水，大搞土地开发，由老庄子、新军屯，南孙庄等1 9

个商级社出工，开挖了自北袁庄至闰庄入蓟运河的“王兰庄路北棉田河”，并在沿河修

建1 2座砌石拱涵和8座石墩木面桥，1座闫庄防潮闸，共动土百余万立米。

I 9 5 7年

春，本县第一次在刘大官村棉H|河右岸建成l座排灌两用的3 5 0马力锅驼机姑，

扬水能力2立方米每秒。因耗煤邕很大，交通不便，于1 9 5 9年报废。

春，因柏各庄农场，南堡盐场建成后，堵塞辛南沿海排水出路，唐山专署成立了

“丰滦排水工程处”，在张庄子、黑沿子开挖了两条排水渠。

春，为防止煤河汛期塌坡，完成了6 8号桥下长l 0 0米左右的砌石坡工程。

-

‘

1 9 5 8年

2月，河北省水利厅批准兴建草泊水库，3月6口开工，5月下旬竣工，并在库中

心造甲坨建成了管理所，由高继华，韩忠民负责。

3月2 0日，油葫芦泊水库动工，至6月底完成同埝22．5公里；次年4月继续完成

了库北1 0条入库干渠和建成闸涵1 0座。

4月2 2日，河北省委转发省监委会“关于丰润县在动员水利投资工作中发生的强

迫命令，违法乱纪现象的报告”。报告中指出：群众控告达3 8人次，更严霞的是，有

的因强迫命令造成上吊自杀事件。
‘

春，在陡河建成1座黄各庄水利发电站，但一直未能发电。

春，县水利科组织劳力开挖疏浚了小集至东尖坨自家泊沙河河槽。

9月2 2 El，由丰润，迁西、乐亭3县6．5万人参加施工的邱庄水库工程正式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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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丰润县出工4万人，次年6月完成退场。 ’

是年，在全国‘‘大跃进”形势影响下，全县掀起了群众性兴修水利高潮．各社队相

继开挖了幸福河，老牛河，五道沟、韩家河、红运河．．永战河、东风渠、赵洪渠等一批

排灌渠道，并建成了大量砖石井和社会主义大井．

1 9 5 9年

1月，半润县划归唐山市管辖，改为丰润区，水利科改为水利局，副局长李佐华主

持工作．

7月下旬，各地普降暴雨，沙河多处漫溢，县政府组织渔船前去救灾。慑于陡河洪

水威胁，越支村大部分群众搬家，全县农团积水严重，受灾面积29．6万卤。

8月，撤销卒润区，恢复丰润县建制，水利局改为水利科，副科长李佐华主持工作。

1 1月2 0日，津唐运河工程动工。次年8月，因在白石庄附近遇到流沙等原因被

迫停工，原发展津，唐两地水运的计划落空。

1 9 6 0年

3月津唐运河么家泊排灌站动工，7月中旬完工，安装l 0 0马力锅驼机5台，扬

水能力4．4立力米每秒。．

是年，为引用滦河水源，柏各庄农场组织开挖了滦县孟营至大新庄的孟新干渠。

是午，丰润县发生严重旱灾，近3 0 0天无雨，全县荒地达1 4 0万卣。

1 9 6 1年

2月，李子文任水利科长。

6月，丰润县分为丰南、丰润两县．李予文任丰南县水利科长。

8月2 2日，全县平均降雨1 8 0毫米，有2 2个公社遭到不同程度涝灾，受灾面

积21．9万亩，其中积水深l米以上的6．4万亩，县政府发放救灾款1 2万元，社会救济款

3万元。 。

‘1 9 6 2年

2月，河北水利厅勘测设计院帮助丰南完成了t丰南县沿海地区排水规划》，初步

扭转了丰南县水利建设的盲目状况。

7月2 4一一2 6日，各地普降暴雨，沙河多处漫瀣，洪水注满草泊水库，水库即

将崩溃。经上级批准，抓开了水库大堤，沙河流域避免了一场灾难。陡河因黄各庄电站

阻碍行洪，拆除了水轮机，电站报废。西部宁河县洪沥水不能排除，扒开油葫芦泊水库

大堤向库内放水，引起同丰南县的水利纠纷，南孙庄百余人去唐山请愿。因岳家河排水

问题，史庄子同滦南县小水坡也发生水利纠纷。 一

1 0月，黑沿子排干动工，次年3月竣工，总动土方l 6 5万立米，投资268．3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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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月，丰南县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经县政府决定，’水

利科下放侈贺，圭、王子臣，徐世杰、翟雨秀、康连英等5名水利技术人员回乡参加农业

生产。 。

_

1 0月l 3日，唐山地委主持召开串南地区黑沿子排水工程及孟新干渠工程问题计

论会。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军区司令员扬勇、副司令员郑维山，2 4军康殷寿副军长，省

水利厅徐正厅长，农林厅刘建中尉厅长和农委、公安厅的代表，唐山地委张伯英、李维

新，张⋯萍和备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认为，为进一步开发滦河下游滨海

地区荒地，孟斩千渠膨有汁划地做好工程扩建和配套，以便更好地发挥作用。
1 1月，半南县和劳改队一大队共同开挖了自申立村大叉经郑家沽铁路桥入陡河的

郑家沽排水染。

春，丰南县沙河岁路工程第一次任小集公路侨以上完成3处铅蒜笼丁坝工程。

1 0，{，津腐运河二站改建工程动工，次年春季完成。该站原为锅鸵机站，这次按

五年⋯遇标准改建为扬水能力8．6一电办米每秒电力排灌站。

足午，全县f譬遍于旱，受早面积23．17万亩，有1 4个公社2 2 3个大队受早严重。

1 9 6 4年

3月，县水利科组建打井队，了f丁：4月在稻地公社范J上试验打井成功。

3月，津唐运河艾坨电力排灌站动工，6月建成。

6月一一1 1月，水电部第1 3工程局疏竣队用挖泥船开挖了黑沿子排千入海口。

1 O j1，陡河中下游治理下程动工，由本县出工开挖三沟不涧河之问下游河道，11

月底完工。

1 1月6日一1 0日，唐山专署在辛南县召开淹改现场会，会议决定开展以台条田

为中心的洼改运动。

1 2月，西排干工程动工，由县水利科组织宣庄、老铺、唐坊3个工委出工，开挖

望码泊{涧河之间上乏20．1公哩河道，次年7，j完成。

足年，全县汛期酱遍晦雨7 0 0一一8 0 0毫米，全县涝灾面积40．2万亩。

1 9 S 5年

．3月，小戟门河治理平u黑沿子俳f续建配套工程动工，瓦子庄至小栽门村之问小戟

门河治朋由迁安县出工4，0 0 0人承担，5月完工退场。本县承担扩宽长7．5公里黑沿子

排干，新建和扩建桥梁7坐#另外，用挖泥船疏竣入海1：12．8公塑。

4月，为解决煤河下游被汉沾农场占用堵塞不能排水的矛盾，县水利科组织胥各庄，

唐坊两个工委出工，从京山铁路二庄车站向西开挖了长2．65公里的引煤入运河道，至此，

煤河的排水出路由原来的蓟运河改为津膊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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