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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欣阅《东荆河堤防志(概迹)》，思绪万千。余生于斯，长于斯，活

动于斯，情系于斯。观东荆河之变迁，有感日：古东荆河堤，千疮百

孔，襟地满目荒凉；今东荆河堤，千锤百碾，夹岸美如画廊。

东荆河地近楚都，回肠江汉腹部，昔沔水支流，今乃汉江下游唯

一分流河道，吞汉水，吐长江，大堤巍巍，气势磅礴，逶迤七百里，实

乃汉南及四湖地区六百万亩良田之保证，沿岸数百万居民之命堤，汉

水下游之福示止，武汉重镇之屏障。

东荆河两岸属云梦古泽，历经沧桑。古代江河串通，湖泊密布，至

于汛，水域一体，天水相连，汹涌澎湃，危害肆虐。祖辈为生存而奔

命于水，开垦沃土，疏河筑堤。五代后梁南平王高季兴时，民众筑堤

百三十里，后渐延伸。至明清而民国，仍堤单顶矮，洪水泛涨，累遭

漫溢，溃决成灾。仅清顺治十五年至建国前的292年中，溃98次。民

国时期，军阀割据，战乱频繁，官不顾民，东荆河几乎无年不溃，田

庐房舍尽沉波底，人丁六畜随水飘流，哀鸿遍野，民不聊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民造福，投资六千余万，领导东荆河

两岸人民学大禹治水，效愚公移山，餐风露宿，戴月披星，垒土三千

万方，筑长堤，锁蛟龙，虽两遇(1964年、1983年)暴洪，但安然无

恙。古今巨变，有口皆碑：昔日“满垸黄汤"，今朝遍地绿装，江汉沃

野千里，平原春翠秋黄，年年五谷丰登，岁岁硕果盈仓，’工商繁荣日

盛，琼楼棋布城乡。百业皆因固本而兴。

奋斗寒暑数十，治水成绩卓著。然天有不测风云，堤防隐患尚存，

我辈应以古为鉴，居安思危，切勿高枕无忧，须警钟长鸣，常备不懈，

励精图治，教命堤固若金汤。
。



盛世修志，编纂者凝心血汗水于笔端，著此宏篇，贯通古今，此

东荆河堤首部史志，集丰富翔实之史料，颂党和政府之恩情，彰干部

群众之功勋，以告慰先辈，启迪子孙，意义深远，值得一读。

余捧阅再三，受益匪浅，党恩萦脑，民情倍增，心潮起伏，感慨

系之，为缅怀前辈，颂党赞民，欣然命笔，数语为序。

王生铁

‘． 甲戌孟夏(杏月)于武昌



序

历数载，一部观点明确’_内容翔实，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东荆

河堤防志》终于问世。这无疑是一部研究堤防工程很有借鉴价值的信

史。值此，略寄数语为序，以示祝贺。

东荆河是江汉水沙运动的产物，原为古云梦泽之一部分。自明初

伊始，六百余年来的河湖变迁，修筑堤工，形成今日堤防体系。历史

上，东荆河堤矮小单薄，干疮百孔，洪水时常为患。据不完全统计，汉

1658年至1949年的292年间，共溃口98次，清代约4年一次，民国

时期年年皆溃，以至哀鸿遍野，人葬鱼腹。《湖北堤防纪要》云：“东

荆河当江汉汇注之区，水流泛滥，堤防虽多，无法安澜。防于上即溃

于下，坚于南则虚于北，均系节节阻塞，素无统一计划，各自为政，以

邻为壑，每届汛涨，甚至掘邻垸以自固。地方士绅，复承隙把持，弊

端百出，难求万全之策"。此况直至解放前夕，无何改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河防洪为治国安邦之要事，为社会所

关注，为党和政府所重视。东荆河沿岸的广大人民在各级党委、政府

的领导和社会的支持下，把防洪安全放在第一位，加强工程建设，堤

防事业有了较大发展。加固堤防，共完成土石方近1亿立方米；实施

下游改道工程，防洪能力明显提高；营造护堤林近千万株，防浪防风

效果明显，成为防洪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非工程措施建设，实

施依法治水管水，科学治水管水；利用水土资源、．人才、技术的优势，

有效地开展水利综合经营，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进行综合性规范

管理，东荆河修防处管辖的317公里堤防率先达到了省定管理标准。总

之，东荆河堤防经40多年综合治理，面貌焕然一新，经历次较大洪水

考验安然无恙，无一处溃决，成功地写下了堤防史上光辉一页。



‘

鉴于江汉平原地质缺陷，堤身先天不足和国家财力所限，堤基翻

砂鼓水，堤身隐患和滩岸崩塌三大险情尚未根除，加之自然淤积和人

为设障，河道泄洪能力减少，今后的防洪形势仍然严峻，必须坚持不

懈地加强建设和管理。按照1972年1980年两次长江中下游防洪座谈

会的要求，作到本世纪末，长江干堤和重要支堤有效地控制常遇洪水，

．重要河段结合蓄洪措施，能防御本世纪曾发生过的大洪水，遇特大洪

水时，有一定应变措施，以尽量减少损失。同时，加速下游的治理及

开发利用，不断提高防洪效益，以期获得最佳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
j■乙

盈o

《东荆河堤防志》虽然完成了，但根治东荆河水患的工作还远远没

有结束。随着改革、开放方针的深入贯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水

利，特别是对防洪工程的要求越来越高。东荆河堤防建设者肩负着光

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对此，衷心祝愿东荆河修防处和沿堤人民，加

大改革力度，加快治理步伐，坚持不懈，奋发拼搏，将东荆河堤防事

业推向新的更高阶段。

童文辉

1994年1月5日



凡 例

一、《东荆河堤防志》为记述东荆河及其堤防的专志，主要内容包

括河道形成与演变、堤防修筑与管理等。东荆河龙头拐至田关两岸堤

防，因属汉江修防处管理范围，在编写本志中未加详述。由于东荆河

水道历史变迁复杂，本志编者在志中略加考证。

二、本志是在搜集、校订和考证吏实的基础上，以“立足当代，统

合古今r详今略古’’为原则进行编写。取材时间，上限追溯到事物的

发端，下限一般断至1990年，大事记录止于1992年，个别事件为述

清原委，断至时间延到搁笔时为止。

三、本志文体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文字采用简化汉字，以

1964年国务院公布的《简化汉字总表》为准，古籍引文仍用繁体字。文

中标点符号，遵照1990年3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新闻出

版署修订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

四、本志层次结构除概述、大事记、附录和修志始末外，分章、节、

目和子目四个层次，以章为领属，以节为实体。目录中只编排章、节

名，在每章之前统一设无题“小序’’，行文时以志为主体，辅以述、记、

传、考、图、表、录，按章次编排号次，随文插入有关章、节。

五、本志记述中的引文一律原文照录，加上引号，注明出处。其

注释采用“夹注"和“章后注"两种形式，夹注即在引文后随即注明

文献名称，加上书名号和括号，；章后注即按顺序编号，在章后注明文

献名称、出版单位、出版时间、卷数页码、收藏单位等。

六、本志记述所涉及的计量单位和数字写法，分别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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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987年

1月1日国家语言文学工作委员会等七部门联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



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七、本志对各种名称的记述，一般都以当时名称为准。。机构名称

除引文外，在文中一般用全称，多次出现的，用简称，如：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为建国前、后。记述人名一般不冠褒贬和称

谓。古今地名不同时应加注今名。历史朝代称号除汪伪政权外不加

“伪”字。

八、本志记述地面、水位、堤防高程和堤防、河道、滩岸长度时，

分别采用吴淞基面高程数和里程碑计箅方式表示，如：高程为36．70

米；长度为47+050(“+”号前为公里，“+”号后为米)。在记叙堤

防等坡度时，不用汉字书写，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写成“rl：n”的形式。

九、本志记述所提到的“上游、下游”、“左岸、右岸"、“堤内、堤

外”和“内坡、外坡”。按习惯区分即面向河流水流方向，背面为上游，

迎面为下游；左手为左岸，右手为右岸；背水面为堤内和内坡，临水

面为堤外和外坡。在记述时，均用汉字书写。

十、本志记述所涉及的工程数字，以1 990年荆州地区东荆河修防

处编印的《堤防基本资料汇编》中的数字为准。在记述某时期和某年

代的单项工程时，以当时资料中的数字为准。记述中采用了部分工程

习惯用语，如：加高培厚、三度一填等，沿用时一般不再另加注释。

十一、本志记述还提及有“大跃进时期"和“三年困难时期"，这

两个时期分别为1958--1960年和1959--1961年。在志末《人物》节

中，本志还撰写了四名在世人物，经东荆河修防处党委研究同意后，按

建国以来不同时期的任职和所取得的成就择优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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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口泵站虹吸管

新沟排灌站

大垸子排水闸

红军闸

高潭口泵站 (吴晓舟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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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龙头拐——东荆河入口自

3．东、西荆河分流处

l兴建中的宜黄公路桥

(吴晓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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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利部水管司赵司长在东荆河检查堤防工作

2．王天增处长向湖北省水利厅厅长童文辉汇报护岸工程情况

3．岁修工地

4．导渗沟处理散浸

5．预制块护坡

6．崩岸(以上均为段卫华摄)



4．荆州地区行署专员徐林茂，副专员喻伦原

在药材场了解枸杞生产情况(段卫华撮)

5．东荆河修防处招待所(段卫华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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