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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笋，亍一

水利是兴利除害，造福于人民的伟大事业，是人类生活与生产的重要物质

基础之一，是直接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因素，兴修水利在历代都是治富安民的

头等大事o ．，

唐县人民自古与洪涝、旱灾抗争，有着相当悠久的辉煌历史，金有刘弁、

明有杨一桂皆为历史上治县者治水的典范。

建国后，党和政府始终把水利工作当做经济发展的命脉，领导全县人民艰

苦创业，战天斗地，充分地利用唐县地上、地下丰富的水资源，大兴水利，修

筑起一处处大、小型水库及塘坝等蓄水工程；开通了一条条大、小型引水灌溉

渠道；扬水上山、打井挖潜、排涝治碱等工程遍布全县；绿化荒山、水土保

持、流域治理等工程已初具规模；管水用水也逐渐步入法制化轨道。四十多年

来，唐县人民为改变全县山川、乡村面貌，为振兴唐县水利事业，持久不懈地

治山、治水，防汛抗旱，获成果累累，收效显著；创事迹篇篇，人物辈出。

唐县水利志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全县古今洪涝、旱情及

历代人民抗灾治水史实，古略今详，尤其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重大成就更为突

出，同时也从正、反两面总结了历史经验，反映其客观规律，以借鉴过去、资

治当今、予测未来，达到史存、资治、教化、弘扬功绩之目的。

希望以此为志，继往开来，为开创唐县水利事业新局面，再谱新篇章。

唐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b根旺

1998年2月16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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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o《唐县水利志》的编纂工作，历时十二

载，经过编纂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使唐县第一部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文笔流

畅、层次清楚、特点突出的水利专志终于问世，这是唐县水利发展史上一件盛

事。
’

唐县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北部峰峦叠嶂，中部丘陵起伏，南部平原广

阔。历史上旱涝灾害频繁，遇到大旱，水贵如油，赤地千里，颗粒无收，百姓

逃荒要饭，饿殍遍野；一下大雨；则洪水漫溢，石滚土流，屋舍被毁，禾苗俱

没：唐县的先民自古就注重兴修水利：金泰和元年，县令刘弁就在凤山开渠灌

田；明万历三十年，县知事杨一桂领县民开广利渠70余里；抗日战争的艰苦

年代，边区政府还拨巨资，修建了“一劳永逸”的腾桥；建国初期，党和政府

领导群众开渠引水、凿泉挡汪、打水井、购水车发展水浇地；50年代末，建

水库兴渠道，并和全区人民一起兴建了西大洋水库和唐河灌区，就是在动乱的

“文革”年代，唐县的水利工作者在逆境中冲破重重阻力，克服了无数困难，

建成了革命大渠和北罗水轮泵站，吊装架设了单跨超百米的全国最大的肋拱渡

槽，安装了当今最大的水轮泵，还修建了数十座水库、塘坝，建设了大量的机

井和扬水机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唐县水利系统在加强经营管理，注重工

程配套，充分发挥原有工程效益基础上，大力发展水电，开展水土保持，大搞

多种经营，发展水利经济，贯彻“以法治水”，加强执法检察，使水利行业的

形象和实力，有了较大的改变和发展。

经过几十年建设，唐县的自然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平原渠道如网、机井

如星，稳产高产，旱涝保收；山区水库塘坝藏于山间，渠道扬水站分布河畔，

机井大口井象繁星点点。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区绿树成荫、流水潺潺，耕地灌溉

面积近半，“借油不还借水还”的贫水山庄安自来水流进农家院。水利事业的

发展促进了全县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障了城乡人民的防洪安全。

唐县的治水历史悠久，水利项目繁多，工程多种多样，长期以来，积累了

丰富的治水经验，也有深刻的失败教训。通过修志进行一次全面总结，使前人



的经验得到宏扬，使历史的教训不再重演，确实是一件有益当代、惠及后人的

大好事。对于资政、存史、教化有重大意义。

水是生命之源，水利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现

在党中央把水利摆在基础设施的首位，对水利工作空前重视。在此大好形势

下，水利事业必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水利行业将迎来一个光辉灿烂的春天。

唐县水利志编委会要我写序，我自知资低学浅，难当此任，但为唐县水利

工作多年，又责无旁贷，欣然命笔，草成此文，为序。

注：要继德原唐县水利局局长

要继德

199r7年12月3日



凡 例

一、《唐县水利志》是水利专业志首次纂写，上限不限，下限

1990年o(其中大事记与机构沿革又延至1997年底)

二、志稿用以类系事的方法编纂，采用章节体。全志分十四

章，五十九节，卷首设概述、大事记，卷末设附录、编后记。以现

代语体文记述，以志为主，配以必要的图表、照片、录、考o。

三、其资料主要来自各有关市县图书馆、档案馆。依据《水经

注皎》、《畿辅通志》、《元和郡县图志》、《辞海》、清光绪《唐县

志》、《浑源县地名录》、《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等书籍。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后，多采用地、县水利局、统计局、水文站、气象站的

资料记载。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出处。

四、注释：一般采用文内加注。

五、志中“建国"二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简称o．

六、志中凡简称“党”，均指中国共产党。文中中国共产党的

各级组织简称党支部、党委、县委、地委、省委等。人民政府的各

级机构简称政府、人委、革委等。

七、志中对历史上的行政区划及地域名称，均沿用旧名，并加’

注今名。今名以八十年代的《河北省地名志》和《唐县地名资料汇

编》为准。

八、计量单位：一般采用公制，不同历史时期则依当时惯例，



不用代号。，凡五位以上数字以“万"为单位，九位以上数字以

“亿”为单位，小数点以下最多保留二位。

九、文中所引用古文，则按原文书写，加注标点。

十、治水人物：对水利事业有突出贡献者及模范人物，本志采

用简介或列表的形式，对生人以事系人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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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唐县位于河北省保定地区西部，东经114028’——115003’。北纬38038’——

39。107之间。西依太行山，东临河北平原；北与涞源县交界，南与定州相连；

西与曲阳、阜平县毗邻，东与望都、完县接壤。总面积1402平方公里，有561

个自然村，344个大队管理委员会，分7个区、34个公社(1984年6月7日改

为33个乡、1个镇，345个村民委员会)，人口48．9万，耕地面积44．8万亩。

唐县历史悠久，颛项氏分天下为九州，唐县之域为冀州。相传尧帝为唐侯

时，受封于此地，故传为古唐侯国。春秋时(公元前722—481年)此地为北

燕之唐邑，又称“阳邑”o战国时先属中山国，末期属赵国，秦属恒山郡。西

汉置县，因古为唐侯国，又有唐邑之称，得名唐县，属中山郡。晋代徙县治于

今城关。隋、唐相继属定州，博陵郡i高阳郡。宋代曾还治左人城，其后便徙

于今治，属定州或中山府，元曾属恒州，顺天路，保定路等。明清两代隶属保

定府。民国二年(1913年)改属范阳道，民国三年(1914年)改属保定道，

民国十七年(1928年)废道，直隶于河北省。二十六年(1937年)属河北省

第一督察区o 1938年，建立唐县抗日民主政府，属晋察冀边区冀西区；1939

年9月属冀西二专区(三军分区)；1941年属北岳区冀西第四专署(三军分

区)；1947年12月改属北岳五专区；1948年9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遂属华

北行政北岳五专区；1949年1月属察哈尔省易水专区；是年8月9日河北省人

民政府成立后，属河北省保定专署；1958年，保定专区合并为十个县(市)，

7月13日唐县人民政府迁驻望都城关，与望都县合称唐县，9月清苑县部分地

区并入，1959年2月，清苑县并入部分划归保定市清苑区o 1960年6月15日

撤销保定专区，唐县改属保定市(省辖市)所辖o 1961年5月23日恢复保定

专区建制，仍属专区领导o 1962年1月析唐县复置望都县，唐县人民政府迁

回o 1968年8月保定专区改为保定地区，隶属之至今。

县域西北部为山地，中部为丘陵，东南部为平原，以西北部大茂山为最

高，海拔高程1869．8米，以高昌东南部为最低，海拔高程52米。唐河纵贯全

境，通天河斜穿西北山区，城北河、放水河由经中部丘陵及平原地带东注。



·2· 唐县水利志

县域西北山地谓深山区，也叫中、高山区，海拔高程50卜1869．8米，分
布于倒马关、川里、黄石口、花塔、石门、上苇、羊角、军城、水峪口九个乡

和齐家佐乡的老姑、全胜庄、西胜沟三村，面积641．2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

积45．7％o该区山峰陡峻，谷深沟长。一般坡度在250__550之间。中部为丘陵

区，又名浅山丘陵区、低山丘陵区，海拔高程100．一750米，峰低坡缓谷宽，

分布于齐家佐、葛公、大长峪、迷城、白合、唐梅、尚是、山阳、北店头、

雹水、大洋、灌城十二个乡，面积516．7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36．9％o南

部平原区，面积244．1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17．4％，海拔在5卜100米之
间，地平壤厚。唐县县城位于该区偏东部o

县域内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受其地形影响，年降水量地域差异年际差异比

较明显。自五十年代有资料记载以来，多年平均降雨量东南部平原区500一一550

毫米；中部丘陵地带550--6130毫米；西北山区600--700毫米o’

据1956年——1984年资料，年降水量最多的1963年为1160．2毫米，最少

的1965年为306．9毫米，年际差853．3毫米。降水量年内分配不均，从lO月

份到次年5月份占全年降水量1枷％，多形成春旱。最大降水集中在6．．9
月份，且多暴雨，占全年降水量7卜88％，为水涝时期，谓秋涝，故称6月
15日到9月15日为汛期。由此，春旱秋涝、北旱南涝形成多年气候与水情特

征o

一据气象资料统计1956年——1984年29年间，年平均降水量589．1毫米，

年平均蒸发量1319．2毫米，蒸发量为降水量2．2倍。

据清康熙《唐县新志》：“其灾之甚者，且县境居山之麓，忧旱不忧涝，然

大雨时行则唐河泛涨，河淤之田，二青及获而没者屡矣。邑城西北诸山之潦会

趋城下，城北虽有旧堤，当被冲决，水越隍薄城东、南二关，屋灶淹沉势甚可

危o”

暴雨酿成洪涝灾害。降雨少则致旱灾。历代村民兴利除害，凿泉挖井，开

渠引水，为兴修水利，奋斗不已。

有记载者，金太和六年(1206年)刘弁率民开河西渠；明万历三十二年

(1604年)杨一桂率民竣广利渠。后渠废而复，复而滞，经360年。至民国二

十三年(1934年)浇地面积为3．66万亩o，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定唐县抗日民主政府生产委员会组织凿泉、打

井，组建“广利渠管理委员会”，响应毛泽东主席“组织起来，开展大生产运

动”的号召，翌年率民改建广利渠大沙抢为砌石渡槽o 1947年井灌引进水车，

扩大浇地面积，于唐河沿岸成立“唐河渠滩管理委员会"，沿河居民恢复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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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搞护滩工程。至1949年底，全县有广利渠、滩地、水井，水浇地面积增至

16．9万亩．占总耕地面积58．3万亩的29％，全县粮食平均亩产达74公斤。

建国后，党和政府号召群众凿泉、打井、筑坝成滩、整修梯田、开渠引水

改善灌溉条件。举1955年为例，是年开渠道2条，整修8条，打新井220眼，

修旧井747眼，成滩41处，水车达1336辆，水浇地面积达19万亩，平均粮食

亩产94公斤o

1956年，群众开始兴建蓄水工程，在西雹水建成第一座塘坝后，曲庄、

高昌水库相继动工o

1957年县委、县政府根据上级“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

的号召。组成“唐县水利建设委员会”，与水利技术干部一起组织各村群众挡

汪筑坝，兴建水库o 1958年“大跃进”时期，省委指出：“依靠群众，从生产

出发。以小型为基础，以中型为骨干，辅之以必要的大型工程”o全县掀起大

兴水利高潮，180多座塘坝，9座小(一)型水库与西大洋水库先后动工，发

动男女主要劳力投入水利建设，工商、文教等各界干部职工、学生、驻军皆应

召赴村支援建设和生产。是年底，共完成小塘坝72座，高昌、山阳、显口、

曲庄、口底、卧佛寺、齐家佐、老母山、于家寨9座小(一)型水库完成6

座，挡汪1009个，修平原塘坝31处，用工998万个，总计投资300多万元。

以上群起工程初次实践，基于无经验资力差，技术力量弱，设计水文、地

质依据不足，且多为边设计边施工，标准不高。

1959年8月，多数工程竣工，少数进入尾工，一场大雨，老母山水库被冲

毁，显口、山阳、曲庄、IEI底等六座水库溢洪道被破坏。秋后至翌年，又用数

十万个劳动日，对其全部进行整修加固。

此后三年调整时期，发动群众开挖唐河灌渠及环山渠o 1963年8月逢大

雨，又将大部分水利工程破坏。为巩固提高水库的防洪能力，充分发挥抗洪、

灌溉效益，1964年保留了于家寨、卧佛寺、高昌、显口四座水库并进行了维

修加固o
。

．

根据上级“上蓄、中疏、下排，以排为主”的治水方针，1965年春，县

委、县政府发动坛下、建阳、长古城一带的群众与望都县结合，开挖了韩庄

沟，新黄庄沟、旧黄庄沟、运粮河、九龙河5条排水工程o 1966年县境内排水

工程全部完工o

1966年11月，革命渠总干渠全线破土动工。因“文革”影响，1968年秋

后工程被迫停工，并处理了大量物料，直接经济损失40多万元。

七十年代初连旱，大搞打井抗旱、开渠引水，县委、县革委根据省、地指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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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精神，再修革命渠，延伸改建北罗环山渠，其大跨度U型钢筋混凝土结构

渡槽首创北方建筑之最0 1972年；根据省政府“大力开展以打机井为中心的 一

农田基本建设运动”的指示，乡村组建集体钻井班购置大锅锥。县钻井队扩大

自身队伍，掀起全县打井热潮。到1974年，机井发展到1489眼，井灌面积发

展到8万余亩。水利工程建设，以兴建、维修、蓄水、抗旱工程为主。吸取以

前“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的经验教训，吸收并培训水利员，增强施工技术力

量，对所建工程进行全面规划，注重防洪、灌溉、水产养鱼等多种效益。到

1979年新修、改修、扩建加固塘坝87座，小型水库21座。扩展岩石深井28

眼，水轮泵站达54处，扬水站达229处，截潜流达19处，小水电站27处，对

于家寨、卧佛寺两座水库进行除险加固，加高主坝，扩建溢洪道，开泄洪洞，

改建放水洞等，提高防洪标准达500年一遇。全县有效灌溉面积扩浇到28．6

万亩，占总耕地面积(45．3万亩)的63％，粮食亩产量达258公斤o

1980年后，贯彻调整方针，外沿转内涵，水利工作重点转移到加强管理，

做好基础工作方面。全国工程管理会议提出：“搞好续建配套，加强经营管理，

狠抓工程实效，抓紧基础工作，提高科学水平，为今后发展作好准备o”为此，

全县水利重点加强了基础管理工作。水利局组建了七个水利站，局内设股、

室，下属于家寨、卧佛寺二库，城北、北罗两水电站，唐县环山渠、革命渠等

均建立健全专门管理机构o 1982年对全县各项主要水利工程进行“查安全、
’

定标准；查效益、定措施；查综合经营、定发展计划”的“三查三定”工作。

查出了水利工程在安全、效益及经营管理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确定了工程标

准j管理措施及发展计划o 1983年按“三查三定”所制定的目标对魏庄、水

头、秦王、黄金峪等几座小型水库及部分塘坝进行除险加固处理，提高防洪标

准，增加灌溉效益。同时搞了“县水利区划”，对全县水利、水资源的开发利

用及其发展方向作出了统筹规划o

1984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机井管理，各大小蓄水工程均由集

体或个体承包管理。水利局下属各单位开办多种经营，先后建立纺纱厂、玻璃

钢厂、挂毯厂、水泥厂、针织厂等。管理工作由服务型转为效益型，逐渐跨入

以水养水之路，既有经济收入，又活跃市场；既解决了水利职工子女就业问

题，又减轻了国家负担。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山区农民承包荒山，

大搞小流域综合治理，水土流失初步治理面积逐年扩大‘对西大洋水库库区移．

民的扶持从“输血型”变为“造血型”，开展林果种植、副业加工、蓄牧养殖、

网箱养鱼等多种经营，年年吃统销粮靠国家救济的现状逐渐改善。在南部平原

一带以加强机井改造管理，修防渗垄沟为主向，以降低浇地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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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90年，全县有效灌溉面积28．6万亩，占总耕地面积44．8万亩的

64％，粮食平均亩产达到334公斤。当年水利系统综合经营总产值达到237．8

万元，纯收入12．7万元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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