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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问县水利志

序

河间是传统的农业县，水利事业至重且切。为此，古今河间

人民，无不力举水利为基础产业。盛唐时期，先后开挖了西、东

长丰渠用于通漕溉田；清代，又开挑黑龙港珂、王淋口支河以资

排涝。先民善举，不一而足。

新中国成立以后，河间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力施排

灌蓄滞，综合治理。历如余年艰苦奋斗，基本实现了遇旱有水、

遇涝能排、旱涝丰收，千秋功业，形如丰碑。

纵观河间县的治水历程，有丰富的经验，也有值得吸取的教

训o《河间县水利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此

较全面、客观地记述了河间县水利条件，旱涝碱害，治理活动及

其得失，为河间县水利事业的继往开来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借鉴o

《河间县水利志》资料翔实，结构合理。在纪实的基础上，注

意反映客观规律，是一部纪实、科学性较强的地方专业志书，具

有一定的存史、资政、教育作用。

值《河间县水利志》付梓之际，谨以上片言，权作为序。

中共河问市委书记

河间市市长
王增明

199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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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问县水利志

凡 例

一、本志是河间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水利专志，故上限不作

统一规定，尽可能追溯事物的发端；’下限至1 985年。下限以下至

终稿前发生的重大事件，以补记的形式收于有关正文之后。

二、本志采用章、节、目体，自目以下述事o

三、纪年形式：1 945年(河间解放)以前，以朝代国号纪

年，后注公元年号；1 945年(河间解放)至1 949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期间，以公元纪年，后注国号纪年；建国后采用公元纪

年。民国前的朝代国号纪年用中文书写，民国国号纪年和公元纪

年用阿拉伯字码书写。公元前纪年，年号前标有“前"字样；公元

后纪年，第一次出现时，年号前标有“公元’’宇样，后只书年号。

四、志中河间县及其辖域内的各级党、政领导机构名称，均

按各个时期的名称称谓。需用简称的，第一次出现时加注简称，

后沿用简称o

五，志中计量单位，除引用历史资料按原资料使用的计量单

位外，一律按国务院1 984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

位》中有关规定书写。数字表述，引用历史资料，按原资料表述

形式表述；现代资料采用阿拉伯字码，除需确切外，均采用

“万"、“亿’’为单位。

六、文中地面高程，均为黄海高程。

七、本志注释，简单的采用文中夹注，较繁的采用脚注，用

[1][2]⋯⋯表示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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