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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一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o《淮阴市水利志》在跨入新世纪之初

出版，这是淮阴水利发展史上值得庆贺的一件喜事。应邀作序，乐而为之。

淮阴位于淮、沂、沭、泗诸水下游，素有“洪水走廊"之称。在漫长的历史社

会中，因水的问题，淮阴多次发生过沧桑巨变o《说文解字》曰：“水之南为阴，

山之南为阳"o这说明，古淮阴原本在淮河南岸，而今淮河尾闾存于盱眙，可见

黄河夺淮给淮阴造成了多大的灾难。也正因此，历代前人在这块古老而饱经

沧桑的土地上，与水旱洪涝灾害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兴建了不少著名的水利工

程，积累了许多宝贵的治水经验，在除害兴利和促进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上起

了很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半个世纪里，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淮阴

人民依靠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广大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于拼

搏、无私奉献，顾全大局、团结治水的精神，先后掀起了三次治水高潮，在境内

开辟了新沂河、苏北灌溉总渠、淮沭新河、入江入海水道等大型人工河道与南

水北调系统工程，并对中、里运河进行拓宽浚深，形成了壮丽恢弘的现代水工

建筑群，并且开展了大范围的中低产田改造和沟、渠、田、林、路的综合治理，

在淮阴境内初步建成了较为完善的防洪挡潮、除涝、灌溉、降溃、调水五大工程

体系，为抗御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发展国民经济，保障社会安定，提高人民

生活，发挥了巨大的效益。昔日多灾多难的淮阴大地，如今百业兴旺、五谷丰

登，人民安居乐业，初步走上了小康之路。可以说，半个世纪以来，淮阴人民开

创了淮阴治水史上最辉煌的时期o

《淮阴市水利志》的编纂者，按照详今略古、存真求实的原则，用丰富翔实

的资料，详尽地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淮阴治水的全部实践，突出了淮阴治水的

特色，充分反映了治水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关系。同时，编纂者也如实记

述了淮阴治水实践中成功的经验和值得汲取的教训，为后人留下了一些可资

借鉴的财富。纵观全书，观点正确，篇目得当，体例规范，语言流畅，不失为一

部存史佳作。我相信，这部志书一定会受到广大水利工作者的欢迎，并发挥其



应有的作用。

当前，在党中央、国务院新时期治水方针指导下，水利工作正加快由传统

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的转变。我衷心希望淮阴的水利工作者认

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发扬献身、负责、求实的水利行业精神，再铸

淮阴水利新辉煌，早日实现水利现代化，为淮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水利部副部长 矿缓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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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淮阴，先秦时期是徐文化的中心地域，吴邗沟、古善道等南北水陆交通干

线的必经之处，“交通、灌溉之利甲于全国”，素有“九省通衢、七省咽喉"的美

誉。同时，淮阴又地处淮、沂、沭、泗诸水下游和南北气候过渡带，特殊的地理

位置和客观条件，决定了淮阴地区历史上洪、涝、旱、碱、风、潮、卤、淤等自然灾

害十分频繁。洪时水势横溃，河湖无涯。旱时河港干涸，土地龟裂。海潮涨

溢，卤水倒灌，千里沃野，变成沙卤赤地。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到全

境解放前夕，淮阴大地几乎是一片赤地，万户萧疏。

新中国成立后，淮阴人民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坚持不懈大干水利，从“导

沂整沭”开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治淮斗争，肩挑人抬，车轮滚滚，奋战淮南淮

北，改造山山水水，震荡着淮阴大地。先后加固了洪泽湖大堤，开辟了苏北灌

溉总渠、淮沭新河，整治了入江水道，兴办了三河闸、二河闸、高良涧闸等蓄洪

控制工程。经过50余年的努力，几代人的奋斗，基本上建成了能蓄、能排、能

灌、能降的水利工程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百孔千疮的山河旧貌，一块古

老而饱经沧桑的土地焕发了新的青春。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o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o

《淮阴市水利志》立足当代，统合古今，横及百科，纵越千年，历经五度寒暑，先

后六易其稿。它以翔实的资料，记录了淮阴水利史上的风风雨雨，记载了千百

万劳动人民和水利工程技术人员的汗水和心血，谱写了一曲曲壮烈的治水赞

歌，让人们有所借鉴，有所感悟，有所启迪。这不仅是“存史、资政、教化"的需

要，也是鼓舞当代、教育后人不可多得的教材，在此基础上，把淮阴市的水利工

作不断地深化、提高，为当前和今后的经济建设提供更好的支撑和保障，为我

省早日实现两个率先的宏伟目标作出更大的贡献，从这方面来讲，出版本志将

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o

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箭断



序

《淮阴市水利志》是一部记述1999年底以前原省辖淮阴市水利事业发展

历史和现状的专业性志书。淮阴近江濒海，地势平坦低洼，位于淮、沂、沭、泗

水下游，京杭大运河纵贯全境，黄河故道横卧中部，是著名的“洪水走廊”o特

别是从公元1194年到1855年的661年间，黄河夺泗夺淮入海，不仅给淮阴地

区带来了频繁的水灾，而且使这里原先顺流畅出的水系紊乱，肥沃的土壤被流

沙覆盖并大片荒漠化，成为易涝易旱和蝗灾严重的瘠土。在黄河北徙以后直

到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百年间，淮阴仍然是水、旱、蝗重灾区。

新中国成立以后，淮阴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迅速投入了大规模的治

水斗争。先后开挖了新沂河、淮沭新河、苏北灌溉总渠，疏浚了淮河入江水道，

建设了三河闸、二河闸和沿海挡潮闸群，多次加固洪泽湖大堤，广辟排洪出路，

建立起坚固的外围防洪屏障。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着力进行洪涝兼

治，发展灌溉；到70年代，广泛开展以改土治水为中心、防涝防溃为重点的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1979年以后，突出对中低产田进行改造。经过50年的持续

建设，不仅征服了水患，促进了耕作制度的重大改革，而且实观了田块方整化、

灌溉系统化、排涝河网化、大地林网化，完善了沟、渠、路、林、桥、涵、闸的配套，

较好地发挥了防洪：排涝、灌溉、航运、养殖、种植、发电、旅游、城市用水等综合

效益，使淮阴成为全国著名的优质农副产品产加销基地。可以说，没有近50

年大规模水利建设奠定的坚实基础，就没有今天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水利已不仅是农业的命脉，而且是

社会经济发展的命脉。进一步搞好水利，切实保护、利用好有限的水资源，业

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o“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o”《淮阴市水利志》立足

当代，统合古今，有着重要的“资政”作用，是我们鉴往知来、开拓前进的宝贵财

富。希望全市广大干群，认真读史用志，充分发挥其在我市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实现“两个率先”中的积极作用。

淮安市人民政府市长 彳钟



淮阴市水利志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运用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存真求实"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淮阴市

水利事业。

二、本志记述范围1996年以前按当时淮阴市所辖地域为准，自1996年

起，按当年行政区划调整后所辖地域为准。记事断限，上限因事而异，量事追

溯；下限迄于1999年底，个别地方略有突破。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1949

年以后为记述重点。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并用的综合体裁，行文用语体文。全

志首列图片、概述、大事记，接以十七个单章，尾设附录、后记。记述层次为章、

节、目、子目。

四、除个别劳动模范外，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入表录者则不受此限。

五、本志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依当时历史年号并用括号

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六、行政区划、机构、职官及地名、货币等一般依当时名称。朝代名称沿用

历史正称；中华民国简称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后简称新中国成立前后。

七、各种数字书写规范，以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年12月13日批准，1996

年6月1 El起实施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为准。计量单位，以1984年

2月27日，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并贯彻《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使用方法》，在使用时，一般采用中文名称的全称o

1949年lO月1日以前使用的旧计量单位，仍按原资料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则一律使用法定计量单位。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各级各类档案、正史、旧志、报刊和专著，以及有

关人士的回忆。一般不注明出处。

九、本志所列的水位、地面高程均以废黄河零点为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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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阴秦时置县，因位于淮河之南而得名。其后，又得漕运之惠，鼎盛时曾与运河沿线的扬州、苏州、

杭州并称“四大都市。”

淮阴地处苏北腹地。1995年，全市总面积19641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坡地9051平方公里，低洼圩区

5332平方公里，湖泊水面2313平方公里，低山丘陵2945平方公里。全市耕地总面积88．267万公顷，总

人口1030．18万人。人均占有耕地O．0866公顷。1996年区划调整后，全市总面积10072平方公里，耕地

总面积38．423万公顷，总人口502．48万人。

淮阴全境属黄淮平原和江淮平原，地形平坦，地势西高东低。市境属南北气候过渡地带，中纬度暖

温带半湿润气候区，兼有大陆性和海洋性气候特征，四季分明，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境内河湖交错，水

网密布。沂沭河、废黄河、淮河及淮河入江水道横穿东西，京杭运河、淮沭新河纵贯南北，襟带洪泽湖和

骆马湖。以废黄河为界，全市分割成两大水系，废黄河以南为淮河水系，以北为沂沭洒水系，淮沐河和京

杭运河又为联结两大水系的纽带。水资源以过境水为主，平均多年过境水量，淮河水系为325亿立方

米，沂沭泗水系为55．5亿立方米，连同本地径流和地下水资源，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为4740立方米。因

时空分布不均，且无足够的调蓄场所，利用率较低。据水资源区划分析，一般年景可利用资源量只有

125亿立方米，人均1250立方米，平水年和枯水年缺口较大。

淮阴历史上开发较早，农业经济较为发达。先秦时期，淮阴是徐文化的中心地域，是吴邗沟、古善道

等南北水陆交通干线的经临处，当时就有“交通灌溉之利甲于全国”的美誉。西汉时期，司马迁曾用“(百

姓)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螺蛤，不待贾而足，地艺饶食，无饥馑之息”描述当时淮阴鱼米之乡的

景象。唐代，大诗人高适写下了“煮盐沧海曲，种稻长淮边。四时常晏如，百口无饥年。菱芋藩蓠下，渔

樵耳目前”的诗句，赞美这个地方。直至北宋初期，“黄柑紫蟹见江海，红稻白鱼饱儿女”，淮阴依然是一

派鱼米之乡景象。然而，自南宋年问黄河夺泗夺淮以后，位于黄、淮、运交汇地带的淮阴地区，水、旱、蝗

灾日趋严重。特别是明朝中叶以后，水患肆虐，淮阴成为著名的“洪水走廊”，几至无岁不灾。据历史记

载，从1400．1900年的500年间，淮河流域发生350次较大水灾，280次严重水灾；从1368—1948年

的580年间，沂、沭、泗流域发生340次较大水灾，86次较严重旱灾。黄、淮、沂、泗洪水的长期肆虐，毁

掉了淮阴大地上“纲纪井然”的原有水系，很多沿河古城镇，如著名的泗州城等沦为蚊官，连赫赫皇皇的

明祖陵也淹入水底。一些可资灌溉的古湖泊陂塘被淤为平陆，大片良田被流沙覆盖并大量盐碱化。淮

阴成了有名的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穷地方。1949年夏，沂、沭、泗洪水又泛滥成灾，淮阴被

淹农田927万亩，减收夏粮3l万吨，淹倒房屋25万多间，240万灾民断炊逃荒，2万平方公里的淮阴大

地几乎是一片赤地，万户萧疏。

为治理水旱灾害，长期以来，淮阴人民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兴建了不少著名的水利工程，创造了许多

辉煌的业绩，出现了许多驭水抗灾的治水人物，积累了许多宝贵的治水经验，在除害兴利和促进当时社

会经济的发展上起了很大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淮阴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谱写

了防治水患，兴修水利的壮丽篇章。

淮阴治水历史悠久。《尚书·禹贡》载：“导淮自桐柏，东会予泗沂，东入于海。”周敬王三十四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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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进争霸中原，开邗沟，沟通江淮。邗沟入淮处末口即在淮阴境。这一时期，淮

阴不仅扼交通要津，而且富灌溉之利。据《淮系年表》记载，古徐国的蒲姑陂(在今宿迁、泗洪县境)，是淮

河流域最早的灌溉设施之一。

西汉时期，社会相对安定，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境内的灌溉、垦殖活动也随之发达起来。这一时期，

吴王濞利用淮扬水利条件，发展高邮湖、洪泽湖地区的灌溉农业。《汉书·广陵厉王传》载：汉宣帝时，“夺

(厉)王射陂草田以赋贫民。”说明流经洪泽湖区的射水已被拦蓄为陂。东汉时期，社会动乱，但每逢承平

之际，灌溉、垦殖、水运等活动仍较频繁。元和三年(公元86年)，下邳相张禹开徐县(今泗洪、宿迁两县

境)蒲阳陂，陂水宽二十里，长约百里，开水门灌溉，“后岁垦至千余顷，民用温给。”章和(公元87—88

年)年间，广陵太守马棱“兴复湖陂，溉m--万余顷。”时射陂一带属广陵郡，为马棱复兴的灌区之一。建

安初年，广陵太守陈登筑高家堰(又名捍准堰)30里，遏淮河洪水，以保护农田。并筑破釜塘溉田，使得

“杭稻丰饶。”陈登开邗沟西道，沟通樊梁湖、津湖、白马湖，以取代经由射阳湖的吴邗沟。魏晋南北朝时，

淮阴地区几乎都处于大规模的南北战争前沿。但是作战的双方仍利用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积极通过

战争的间隙，屯兵垦田，积蓄稻谷，作为军粮。魏齐王正始元年(240年)，邓艾创建白水塘，开八水门，立

屯四十九所，“溉田一万二千顷。”晋惠帝时(290～306年)，石崇镇下邳，在泗水下游仓基湖一带兴屯，

并开崇河运盐米，灌农田。东晋永和年间，北中郎将苟羡先后镇守淮阴、下邳，在石鳖等地大兴军屯。

宋、齐、梁时，史书上仍称“阳平石鳖，田稻丰饶。”此间，淮北丰富的水资源也间或得到开发利用。梁天监

二年(503年)，“潼阳(今沭阳县境)土人张高等五百余人开凿沭水，引水溉田二百余顷，俗名红花水。”

隋唐时期，政治统一的时间较长。由于安定的环境得以较长时间的保持，从而造成了社会经济的持

续发展和重新繁荣，也带动了水运交通、灌溉垦殖等水利活动的迅速发展。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

征发民力开挖通济渠，自洛阳至泗州(今吁眙城对岸)，连接谷、洛、黄、汴诸水，以达淮水。接着又将淮扬

运河改道取直。开河的标准很高，“渠广四十步(20丈)，旁皆筑御道，树以柳。”大运河的开凿对本区经

济的繁荣产生了巨大作用。唐代初年，于隋大业末年受到破坏的破釜塘和自水塘也得以修复。唐垂拱

四年(688年)，唐王朝为盐运之需，开凿了北起海州，中经涟水等地的运盐河(时名新漕渠、官河)。武后

证圣元年(695年)，为扩大灌溉面积，在白水塘以北“开垦羡塘，与白水塘合。”后又于羡塘以北开置茶

陂，灌溉屯垦范围，远甚于魏晋南北朝时。唐穆宗时，在白水塘东岸先后开挖了棠梨泾、竹子泾等较大的

灌溉渠道，以便于屯垦。这一时期，在科学用水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为了节约用水，确保漕运和灌溉

用水，唐元和年间(806～820年)，在运河西岸开挖了一系列泄水塘，名归水澳，使水得以重复利用。此

间，还在今周桥附近创置萧家闸，其作用是“蓄水以灌堰西之田，西畴水足，再徐灌东田，乃因势以行水而

为之利也。”这种轮灌法，不仅在于节约用水，更重要的是，使低田和高田同样可以得到灌溉。这是水利

技术的重要进步。

北宋时期，漕运El重，史载每年由运河运往北方的漕粮达600—800万石，“军国大计，仰于江淮。”

为保漕运畅通，雍熙(984—987年)中，淮南转运使乔维岳主持开沙河，自楚州末口至淮阴磨盘口。在此

后的100年中，又陆续开凿了自淮阴至洪泽镇的洪泽新河，自洪泽镇至盱眙龟山的龟山运河，形成与淮

河并行的复线，成功地避开了淮河险途，使漕舟“免百年沉溺之患。”这条复河，至元代运河改道之初还在

使用。此间，唐代开凿的运盐河也得到大规模的疏浚，使之畅通无阻。这一时期，水利设施也得到修复

和增建。北宋前期，沭水宣泄不畅，位于其下游的沭阳水患频仍，嘉祜问(1056—1063年)，沈括任沭阳主

簿，到全县各地踏勘，制定了灌排结合的治水方案。然后组织全县百姓分期实施，“疏沭水，修百渠九

堰”，使7000顷积潦洼地变成了能排能灌的上等良田。熙宁九年(1076年)，又由朝廷统一部署，在市境

内兴修了白马塘(今金湖境)、渡塘沟、龙兴浦(今淮安境)、青州涧(今洪泽境)等水利设施。

南宋时期，淮阴成为南宋与金元对峙的前沿地区，再度受到兵火的长期荼毒。加之黄河夺淮所带来

的频繁水灾，导致了本区由盛转衰及长期萧条。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宋将杜充于李固渡西决黄河，

以水代兵，以阻金兵。决水由泗入淮。此后的65年间，黄河入泗入淮8次，平均每8年一次。绍熙五

年(1194年)，黄河从阳武决口，至徐州附近分为两支，其南支由汴入泗入淮，从而确定了黄河南下夺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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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面。元至元(1264。1294年)中，河溢阳武，南夺涡水、泗水，黄河北支开始微弱，河水大半入淮。

黄河水患一步步深入，危及淮阴境内的淮北地区。到元代，水患在淮北进一步加剧，不仅阻滞了农业生

产的复苏和发展，而且吞没了泗水沿岸的一些著名城镇，如晋置宿豫县、唐初置泗州、宋置宿迁县的宿豫

古城，以及西汉以降至元朝前期一直为重镇的大清13城。但同期的淮水以南地域，则基本未受到黄河水

患的侵害，而且有不少兴利之举。南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创筑扬州江都县至楚州淮阴县运河堤

堰360里，以障沮洳，“得良田数百万顷。”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谢仲温“导白水塘溉民田。”次年，

“命以新附汉军万五千于淮安云山白水塘屯田。”当时置洪泽南北三屯，设三个万户府，共屯田35300多

顷。至元三十一年合三个万户府为一，统称“洪泽屯田万户府。”洪泽屯田一直持续到元末兵乱。

明初，统治者将粮赋由元代的以海运为主改以漕运为主。永乐年间，陈碹驻节淮安，总理漕运，为避

开淮河山阳湾风涛之险，以便舟航，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循宋乔维岳所开沙河故道，导水由淮安城西

管家湖至鸭陈口入淮，命名为清江浦河(今市区里运河)。新运河上建新庄闸、福兴闸、清江闸、移风闸，

板闸共五闸，以利泄蓄。明中叶以后，由于黄河全流夺淮，境内水患由淮北迅速推进到淮南，且愈演愈

烈。黄河全流夺淮之初，河床尚深广能容，后河床越淤越高，堤防遂频频溃决。又由于“黄强淮弱”，黄河

每每倒灌入洪泽湖，湖底淤垫日高，洪泽湖大堤因之越筑越高，洪泽湖遂成为著名的“悬湖”。“倒了高家

堰。淮扬二府不见面”。洪泽湖高屋建瓴的形势，对里运河堤和整个里下河地区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隆

庆三年(1569年)，黄淮暴溢，横决高家堰，从此，淮南里下河地区出现了连续水灾。每逢黄淮并涨。河、

淮、湖竞相决堤，仅嘉庆元年(1796年)后的20年中，洪泽湖大堤就决堤17次，洪水所至，屋倒禾没，遍地

泽国，人畜死伤，无法计数。即使侥幸保住了高家堰，猛涨的湖水又淹没了洪泽湖西甚至盱眙以上淮河

沿岸的大片农田，以及濒湖的城镇，如甘罗城、洪泽镇、渎头镇、龟山镇以及著名的泗州城，明祖陵和小清

口城，在黄河全流夺淮以后相继沉沦。

明清两朝为确保运道畅通，漕运不致受阻，曾花很大力气，对黄、淮、运加以治理，其中治黄又是重点

和难点。明清两朝，基本上施行“束水攻沙”、“蓄清刷黄”的方案。“蓄清刷黄”说的首倡和实施者是明万

历年间的总河潘季驯。万历六年(1578年)潘季驯出任总河后，即堵复所有决口，筑断分黄的草湾新河，

使黄、淮水专出云梯关。加筑洪泽湖大堤，并开始修筑石工、板工堤，以增强其抗洪能力；筑断朱家口，使

淮水专出故道，加强对清El以下河床的冲刷力；迁通济闸于甘罗城(今淮阴县码头镇附近)南，防止黄河

之水内灌，淤塞里运河。这些措施，一度收到实效，运道约有lO年畅通。清代以靳辅为代表的水利专

家，继承和发展了潘季驯的“蓄清刷黄”之策。康熙十六年(1677年)，靳辅出任河道总督，在堵塞各处决

口之后，加筑高家堰土、石工堤，并帮修坦坡，“为久远卫堤之计。”又挑浚清口以下淤浅河道。改变运口，

迂曲河身，防黄倒灌；兴挑中运河，引骆马湖水济运，结束元明以来清口以北利用黄河通漕的局面，使这

段运道免受黄河的直接影响。又兴挑盐河(即下中河)分泄黄河洪水。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靳辅卒

于任上，“竟辅之身，两河无水患者十年。”靳辅以后的历任河道总督，大抵都遵循了靳辅的治河治漕方

针。然而时过境迁，收效不大。在明清两朝治理黄、淮、运的过程中，在水利工程学方面，潘季驯、靳辅、

陈潢等都以淮阴为重点地区进行了某种成功的探索。如：“之”字形河道的创建，坦坡的修建，筑坝堵决

技术的提高以及把流量概念运用于减水坝减水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年间，本区的治水专家郭大

昌(高良涧人)，其堵决技术无出其右，他与西门豹、李冰父子、白英等有限的几个人一起，为中国历史上

杰出的水利科学家。

至民国，内腐外患，经济日下，连年水旱灾荒，水利建设断断续续，无大作为。从民国22年(1933年)

开始，国民政府在境内先后疏浚了张福河和杨庄以下的废黄河；又在杨庄建活动坝一座，以控制淮水入

海量，并可调节运河水位；在中运河上兴建淮阴船闸、刘老涧船闸；为疏导沂沭泗洪水，配合导淮工程，民

国23年春，江苏省政府筹款举办六塘河、沂沐河尾闾疏浚工程和洪泽湖大堤培修工程；民国26年底基

本完成三河活动坝的桩基工程，旋因日本侵略军进犯盱眙而停工。这些水利工程，因限于当时的财力、

技术水平和社会环境，仅仅缓解了局部地区的排灌、航运等困难。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淮阴仍然是疮痍

满目。灾害连年。



淮阴市水利志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始终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贯重视并致力于水利建设，发展生产。

抗日战争时期，人民政府组织群众，一面进行敌后抗战，一面进行治水工程。民国31年(1942年)

春，解放区淮北行政公署拨款53万元，开挖安河(今徐洪河下段)30里，受益土地32．4万余亩。同年8

月淮河大水，大柳巷圈堤(今泗洪县四河乡)溃决，新四军四师900多人，与当地群众一起抗洪抢险堵住

决口，修建了雪枫堤。民国32年春，淮北行政公署建设处在高家堰南北修复洪泽湖临湖面石工墙1340

丈，并填补被国民党韩德勤部毁坏的三段堤身。同时，又动员20万民工，自高良涧经顺河集、黄圩子向

北绕成子湖、衔接安河修筑了400里的环湖大堤。在临淮头以西、汴溧两河之间，筑成挡湖水的新堤。

是年冬，苏北淮南运西抗日民主政府组织民工，开挖抗日河(今已成为淮河入江水道、河长14里)、农抗

河(今利农河，全长42里)。民国33年春，为防止高邮湖泛滥淮宝县，民主政府组织民工挑筑了长达140

丈的人字头拦河大坝。民国34年5月，民主政府组织军民修复了被日本侵略军破坏的洪泽湖大堤石工

墙200多丈，6月，又在周桥南北修复石工墙320多丈。

抗日战争胜利后，苏皖边区政府在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仍竭力拨款整修水利设施，治理水患。

自1946年1月底至1946年6月8日，历时4个多月，边区政府在灾荒严重且无外援和国民党军队的武

装袭击、飞机轰炸、经济封锁等恶劣条件下，组织群众，完成了全长600多里的运河堤防的整修加固工

程。同时重建了抗日战争时期被炸毁的清江正、越两闸。

1949年，淮海战场的硝烟尚未散尽，中共中央即电告中共苏北区党委，要求他们抓紧战争结束的有

利时机，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积极搞好徐淮地区的救灾治水。在中共苏北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是年

晚秋，中共淮阴地委和淮阴专署全面部署动员导沂整沭工程，揭开了淮阴大规模治水的序幕。为抓好导

沂整沭工程，中共淮阴地委和专署都迁到沭阳县城办公，贴近工地，便于指挥。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处

理沂、沭、泗洪水的出路，采取柬堤漫滩行洪的方法，动员55万人次一个冬春就完成了144公里的新沂

河、嶂山切岭、骆马湖堤加固、中运河皂河束水坝、刘老涧打坝等工程，使历史上漫流的沂、沭、泗洪水归

槽，不再肆虐，初步实施洪涝分排，沂沭河流域500万人民、66．67万公顷农田摆脱了洪水灾害。1951年

春，在毛泽东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鼓舞下，淮阴掀起轰轰烈烈的治淮高潮。从1951年

冬季开始，苏北行署先后动员受益的淮阴、盐城、扬州三地区民工140万人次，通力合作，连续奋战一个

冬春，完成了西起洪泽湖畔高良涧，东至黄海之滨扁担港全长168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的开挖任务，

1952至1953年又相继完成高良涧进水闸、运东分水闸和运河淮安节制闸、船闸等控制配套工程建设，为

淮河洪水增辟了一条入海通道。从1952年lO月起，仅用lO个月的时间，建成了淮河、洪泽湖的大型蓄

控工程三河闸，改变了人江洪水无节制的局面。1952年，世界工会联合会各国代表、出席亚洲和太平洋

区域和平会议代表，先后共185人，参观了苏北灌溉总渠、运东分水闸、高良涧进水闸及三河闸工地，对

新中国开国之初进行如此规模巨大的治水工程，无不敬佩赞扬。此间和稍后，还改建和加固了洪泽湖大

堤，新建了部分沿海挡潮闸，疏浚了五图河、一帆河、南北六塘河、柴米河、古泊善后河等一批排涝骨干河

道，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发展经济建设提供了基本保障。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中，淮阴地区各级党政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发扬革命战争年

代的那种不怕苦、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以建设新生活的高度热情，奋力拼搏在水利工地上，涌现出

王兆山、尤庆兰、高秀英等一大批治水模范。在三河闸施工中，上万民工冒着lO级大风，在水中组成三

道人墙挡浪，保证大坝合龙，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乐章。新中国成立初期淮阴兴建的大规模水利工

程，发挥了显著的工程效益，在1954年、1957年两次特大洪水面前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三河闸在

年超设计排洪10700立方米每秒的情况下，巍然不动，为保证里下河地区上千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

挥了重要作用。1957年，在黄墩湖滞洪的情况下，新沂河超设计行洪3710立方米每秒，安然无恙．

结束了淮北沂、沭、泗流域“洪水横流、岁岁为患”的历史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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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到60年代末，淮阴人民认真贯彻执行1957年冬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

的《大规模开展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和中共江苏省委1958年确定的全省按照不同地形特点和

水利条件，洪涝兼治，广泛开展农田水利建设，重点兴建大中型工程，形成以梯级河网为中心的新的水利

系统的治水精神，以及1964年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制定的“大寨精神，小型为主，全面配套，狠抓管理，

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的水利方针，克服“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左的思潮影响和干扰，全区掀起第

二次治水高潮。此间，疏浚整治骨干排涝河道，大大改善了淮北地区的排涝条件。开辟淮河入江水道、

整治京杭运河、开挖淮沭新河、加固洪泽湖、骆马湖两座特大型水库。为实现农业耕作制度的改革，从

1957年冬天开始，全区开展大规模灌区建设。1958年7月在全区平原坡地区进行梯级河网化建设的试

点，在涟水县王集和宿迁双庄搞“高标准河网化”。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梯级河网”一下子全面推开，

当时提出“大干一冬春，实现河网化”的口号，全区大地上，群众性农田水利建设的壮观场面到处可见。

全区参加水利建设的人数最多时达160万人。至1959年，建成2万公顷以上大型灌区6个，0．06万公

顷以上灌区16个。但由于设计标准过高，出现很多半拉子工程，受经费和器材所限，工程不配套，不能

发挥效益。1962年以后，地区水利部门认真总结了梯级河网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高标准布局，低

标准分期实施，当年工程当年受益”的实施原则，并及时地总结推广各地的新经验，使河网化建设得以顺

利发展。在推广旱改水的农业改制中，由于对种植水稻所要求的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技术条件认识不

足，以致改制的步子过大、过快、过高、过急。有些地方盲目扩种水稻。至1960年全区种植水稻达18．3

万公顷。但是，栽插面积大，实收面积小，如1959年泗洪县实栽1．6万公顷，实收只有1．13万公顷，部分

春田水稻没裁成，也耽误了旱谷的种植。还有些地方旱谷和水稻插花种植，形成水包旱或旱包水，或因

茬口、品种不适应，产量较低，有的则因土壤肥力不足，收成很少，挫伤了农民旱改水的积极性，因而不少

地方大面积回旱，甚至毁渠还田。省、地委及时发现和纠正了旱改水工作中的问题和偏差，同时指明了

淮北地区大力发展旱改水是农业增产的方向，总结推广宿迁县高产典型和“无磷不种苕、无苕不栽稻”、

。灌排配套，科学用水”的成功经验，从1964年开始，全区水稻面积逐步恢复和发展，从而促进了淮北地

区水利面貌和农村经济的巨大变化。灌区建设也得到扩展和完善，陆续兴建中小型水库277座，开辟

0．06万公顷以上灌区66个。由于新辟横跨淮、沂两大水系的淮沭新河，整治京杭运河淮阴段，建立淮

水、江水北调体系，并建成江淮水北调系统工程中的7个抽水站，开创了淮阴水利建设多功能的新局面，

为农业稳产高产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70年代，全区贯彻执行1970年国务院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以及省制订的农田水利“六条

标准”(后修改为“八条标准”)，普遍开展了以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为中心的“治水改土”运动。

实行山、水、田综合治理，大、中、小结合，沟、渠、路、林、桥、涵、闸统一规划，全面配套。这一时期，全区修

筑圩堤7754公里，开挖大、中、小沟6万余条，兴建中小型建筑物15万座，平整土地43．3万公顷，改良盐

碱地23．3万公顷，治理低洼易涝耕地56．6万公顷，建成高产稳产农田32．86万公顷，有效灌溉面积达

72．8万公顷，占耕地面积的嘶％。其中，宿迁县平田整地6万公顷，把七分砂石三分土的丘岗地，旱时

白茫茫、雨后水洼洼的盐碱地，分别建成岗坡梯田、平原条田、洼地圩田，初步实现了田块方整化、灌溉渠

系化、排涝河网化、大地园林化，在国际农田建设经验交流会上得到好评。涟水县黄营公社大飞大队，从

1968年开始，坚持“小突击，大会战，专业队，常年干”，四年挖土99万立方米，把“锅底洼、死碱窝”变成了

高标准的高产稳产农田，成为全省基层农田水利建设的一面红旗。这一时期，全区的机电排灌事业得到

了较快的发展，以每年平均35750千瓦的速度增长。1978年起，全区还抓了“三个会战”，即以盐东控制

为中心的沂南会战，建成盐东控制4闸，收到防潮、拦蓄地表径流和灌区灌溉回归水的综合效益，缓解了

大灌区尾部的水资源紧缺问题；山丘区会战，泗洪、盱眙两县共建成9座扎根河湖，提水上岗的治岗工

程，缓解1．67万公顷丘陵岗地长期缺水问题，改善了2．466万公顷水库灌区的供水条件；以除涝为中心

的低洼圩区会战，改善了13．33万公顷圩田的排涝条件。全区初步形成防洪、灌溉、排涝工程体系，极大

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1972年，全区粮食总产突破200万吨，单产增加到140公斤，初步实现粮食自

给并开始对国家有所贡献。周恩来总理获悉这一消息后说：“听到淮阴粮食自给，我很高兴。”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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