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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革命是为了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不

相适应的矛盾，解发被束缚的生产力，使先进的活跃的生产力同新的

生产关系在相适应的情况下，无限制地向前发展，从而使广大人民的

生活得到改善与提高。这是一切革命志士浴血奋斗的宗旨。中国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此奋斗了将近半个世纪，终于在一九四九年

取得了除台湾省外的全国解放。政权由人民掌握了。但如何进一步巩

固人民民主专政，如何运用政权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这是一个新的课

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实际情况相结合来建设呢?还是照搬别

国的模式来处理这个问题呢?各人的看法不同，做法也不同，因而效

果也不同。各县区无不如此。武进在解放后特别在六十年代，在党的

领导下，我们曾花过很大的精力探索过这个面临着的现实问题。

“山明水秀，毓秀钟灵"，这是中国人所共知的一句古语。这话

生动地说明了自然界和人类的关系，由此可以想见水同生产，水同经

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这可以说是前人从生活实践总结出来的。这

对我们有所启发，也值得借鉴。

武进历来是以农业为主的大县。究竟用什么手段来进一步发展已

被解放了的生产力呢?武进多任党政领导经过多年探索，最后决定以

治水为突破口。经过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

效。近几年，武进农业生产持续不断上升，同多年来大力兴修水利有着

密切的关系。特别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有了正确的政治路

线和一整套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大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



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加上水利已有很大改善这个条件，农副工的发

展取得了新的飞跃。到一九八四年底，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了二十

六亿九千二百余万元，农村的人均收入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没有

先例的事实。

武进县水利志在县政府和水利局领导支持下，经编史修志小组的

努力，详尽地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武进水利建设的情况，并全面地总结

了经验教训，从中可以使人得到不少教益，特别是对后来者会有很大

的帮助。古语说： “满招损，谦受益"，只要不骄不满，可以预计，

武进县水利部门一定会继续遵循“两个支柱，一把钥匙"的水利改革

方向，走出一条更好的建设水利的中国式的新路子。全县人民也将在

党的领导下，在实践中掌握新情况，总结新经验，摸索到客观规律，

并在不断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开拓前进。这样全县的四化建设一定能

够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也将随之得到不断的

提高和改善。瞻望未来：人杰地灵，前途无量。

潘汉东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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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武进水利志》是一部较为完整的系统的全县水利建设的历史记

录。它全面地总结了全县水利发展的经验教-illl，辩证地分析了水利同

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客观地肯定了兴修水利在历史上的作

用。它的出版，对于今后水利现代化的建设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武进的水利建设，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特别是解放以

来，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治水运动。在改造旧河网，消除洪涝灾

害，改变灌排条件，建设园田化农田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为全县

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兴修水利，造福于人民。我们一切从事水利工作和农村工作的同

志，要认真总结前人治水的经验教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从实践中摸索规律。从实际出发，除害兴利，使水利更好地为整个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邱 福 成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前 言

武进县地处长江、太湖、漏湖之间，水丰地沃，物产丰富，交通

发达，经济繁荣。是江南鱼米之乡，人文荟苹之所。在数千年的社会

发展过程中，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广大劳动人民，为了发展生产，进

行长期的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我县的水利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同时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因此，回顾我县水利发展的历史沿革，总结科学管理的

经验以及科学技术的成就，对于我县水利建设的现代化发展，将会起

到一定的借鉴和推动作用。

本《水利志》试图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我

县历史上水利事业的演变和发展，阐述其简要过程，治水规律以及水

利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有关问题。为了较有系

统地进行编纂工作，对断限的上限，根据事物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叙述

的需要，尽力追溯，自由延伸，下限则统一截止于一九八三年。并以

详今略古和纵横结合为原则，采取按水利门类横向构设篇章，以水利

发展的不同阶段纵向展开叙述。全志设十一篇，凡五十一章五十六

节，约三十余万字o

《武进水利志》如能在建设新武进的伟大进军中作出相应贡献，

则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武进县水利局

一九八四年三月



凡 例

一，本志纲目按篇、章、节、目的层次排列。

二，本志对历史纪年用当时朝代记法，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文

中解放前后的分界以武进县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解放，人民政权

建立之日为标志。

三、本志数字原则上用汉字书写，有少数地方按习惯用阿拉伯数

字书写。

四、本志以文字记叙为主，并充分使用图表说明。

五、本志文体为语体记叙文，加用标点符号。

六、本志所用解放后的各种统计数字，除采用县土地资源、水资

源调查成果和县统计局公布的统计资料外，其余均为县水利局各个时

期的调查统计资料。由于统计时间、统计口径和统计方法不一，在应

用中除对有明显差错的进行更正外，一般均保留原始调查数据·

七、本志文中注释，一般采用随文加注的方法，有的在句末右上

角标注①②⋯⋯释文短者见本页下端，长者另附于章、节之后。



武进风貌摄影



编 后

《武进水利志》的编纂工作始于一九2k-"年春节，次年底完成初稿。在编写过程中，曾

查阅大量档案和各种有关资料，进行了多次座谈和访问。为了力求符合志书体例，较完善地

反映武进治水面貌，曾对纲目作了四次调整，对内容作了六次增删，刊印((征求意见稿》=

次。一九八四年十月下旬到十二月上旬，送审稿先后经武进县水利农机局组织何叙兴，孙明

诚、姚立群、吴可达，戚鹤俊、严鹤鸣等同志分工对各篇进行校核，报武进县志编纂委员会

办公室作保密审查，最后报经常州市水利局、中共武进县委农村工作部和宣传部审查批准，

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日正式定稿付印。

《武进水利志》的完成，首先应归功于党和上级领导的重视；其次，武进县志编纂委员

会办公室加强了具体指导。中央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李伯宁为本志题词和封面题字，原江苏省

水利厅副厅长陈志定、原镇江地区水利局局长储顺尧等同志为本志题词，曾任武进县县长潘

汉东和县政协主席邱福成等同志为本志作序，也极大地鼓舞了我们。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五

日，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和水利农机局联合邀请常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市水利

局的领导和县分管水利的领导以及县委、县政府、县水利系统等十八位老领导，老同志参加

的审查座谈会，对本志二稿提出了宝贵的指导性修改意见。并由武进县教师进修学校高师语

文教研组组长潘英达同志为本志进行了文字润色。

在编纂过程中，常州市档案馆、图书馆、供电局、交通局、戚墅堰发电厂，常州和镇江

水文站以及武进县档案馆，统计局、交通局、粮食局、农业局、气象局、财政局、农业区划

办公室、地名办公室等市、县有关单位给予了大力支持。县水利系统的有关同志，在收集图

片资料和征集意见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敬表谢意。

《武进水利志》的编纂是一项新的工作，是在摸索、探讨中进行的。由于编辑人员水平

所限，一定会有错误和不足之处。谨请广大读者提出指正。

《武进水利志》编纂小组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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