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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 一

编写社会主义的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

秋大业。《大城县水利志》的出版，实为大城县新方志编纂之始，值得庆

贺。它必将起到“资治、教化、存史"之作用。

毛泽东主席讲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江泽民同志指出，了解历

史，是一个民族的传统能够繁衍、文化能够继承和发展的关键。古代史

学家司马迁说过，“述往事，思来者”。其基本之意在于要总结历史经验，

为后人留下遗产。我们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脱离历史去研

究问题。《大城县水利志》遵照“统合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详尽地记

述了大城县水利事业、特别是建国后水利事业发展的全过程，正确地反

映历史经验、深刻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进一步阐明经过我们这一代人

的努力，完成祖祖辈辈想完成、而未尽的事业，从而确立了水利在国民

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抚今怀古，由衷地使人们感到共产党领导的正确

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人民办水利的先进性。

“鉴古知今，信今传古。’’尽管这部志书，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缺欠

和不足。但并不失为全县进行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教育，进行

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现实、生动、亲切、富有说服力的

教材。同样，也将起到认识过去服务当代、遵重科学、勇于进取、开拓创

新、振兴大城之目的。

中共大城县委书记 陈学义

1992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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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长期以来，大城县还没有一部水利

志书，现在，《大城县水利志》问世了，这是一件好事，它弥补了史志之

缺，实在令人欣慰。．

《大城县水利志》不失为一本好书，它客观地记述了大城有史以来

水利建设的方方面面及发展历程，颂扬了建国后全县人民战斗治水的

光辉业绩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进一步阐明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兴修

水利是治国安邦的百年大计。这本书好就好在，它能够遵循“详今略古、

重以致用"的原则，如实写出了大城水彳IJ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展示

了水利发展的客观规律。

我相信，这本志书，将对大城县水利事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随

着时间的推移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此书在“资治、教化、存史”方面的功

能将进一步得到充分发挥，大城的水利事业必将迅速发展，并起到对振

兴全县经济的推动作用。
’

大城县人民政府县长 穆东山

1992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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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三 3

序 三

我出生在大城县子牙河畔、热爱着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孩童时

代留下的难忘印象是先辈打堤防汛、抗洪抢险之艰、洪水泛滥、逃荒渡

日之痛⋯⋯。

《大城县水利志》是我领命治水后上级部署的水利大事之一。从组

织和领导修志的过程中，使我深刻认识到：菟集历代有关水利建设资

料、编写水利志书是一件造福当代、惠及子孙的大事。大城县建国前受

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制约，水利事业得不到发展，人民长期饱受洪、

涝、旱、碱四大灾害乏苦，1939年大洪水，1 942年大旱灾造成千家万户

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群情振奋

修水利、万众一心除水害，急切改变大城面貌的心情是多么难能可贵。

1963年海河水系发生特大洪水，无私奉献的大城人民在全国人民的热

情支援下，各方面的工作得到妥善安置，迅速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广大

群众满含热泪谢党恩。特别是1 963年11月7日毛泽东主席发出：“一

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号召，吹响了海河人民向大自然进军的号令，大

城县委、县政府在派出优秀儿女投入骨干工程建设做出应有贡献的同

时，组织与动员全县人民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天斗地，在

积极进行排涝工程的同时，全面开发地上、地下水源，促进农业生产持

续发展。水利事业的发展，改变了犬城县贫困多灾的历史面貌。水利设

施的增加，使大城县形成完整的灌、排体系，盐碱地面积逐年缩小减轻、

祗系了生态平衡。

40余年的博激奋战，完成了祖祖辈辈想完成而不能进行的事业，

从而确立了水利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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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念先辈创业之难，深感肩负责任之重。在修志过程中，我得到有

益的启示是：今后大城县的水利工作，要进一步面对现实，按照大城特

点去开展工作，在水源的开发上，必须由单纯重视深层水开发，迅速向

开发利用地上水、浅层水转变，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在水源的利用上，必

须从习惯用水，迅速向科学用水、开展节水工程转变，否则将影响农业

持续发展；在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上，必须彻底解决重建轻管的问

题，向扎扎实实进行建设、严严格格搞好管理转变，否则就不能充分发

挥工程效益；就水利部门的全面工作而言，尽管在机制转变上做了一定

的工作，但是向生产型、经营型、服务型转变的任务还异常繁重，必须全

方位、多层次地开展工作，使之紧跟时代的步伐。我相信，在县委、县政

府的领导下，水利战线全体同志同全县人民一道积极进取、勇于奉献。

我县水利事业一定会以更崭新的一页载入光辉的史册。

大城县水利局局长 李可礼

1 992年9月10 El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为大城县第一部水利专业志书，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

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客观地记述

大城县水利事业的基本条件、发展及其规律，力求达到资治、教化和存

史的作用。

二、本志按语体文记述，据事直书，寓理于事，本着“统合今古、详今

略古、以今为主’’的原则，上限尽可能追溯到事物发端，下限断至1990

年。取事重点为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部分事物体现

其连续性延续到搁笔为止。

三、本志按章、节编排，共设11章41节。卷首为概述统领全志，卷

末为大事记、编后和附录，随文附图、表和照片。

四、本志取事资料来源于北京图书馆、水利科学院水利史研究室，

河北省和廊坊市、县内有关部门及实地调查材料。并参阅旧府、州、县

士 一

J止^0

五、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以现行行政区划为准，跨越地域的河流、大

的系统工程及自然灾害，依据历史时段所辖记述。

六、1 949年以前，以朝代、国号纪年，后注公元年号。1 949年以后，

一律以公元纪年。本志中的“现在”、“现有”等词，均指1 990．年(其中：面

积、人口、乡村、耕地等基本数字，系1 990年底大城县统计局公布数

字)。
‘

七、本志语言、文字除引用的古文资料外一律用现代汉语。河流名

称、地名、人名、政府、机构名称均注意标准化和规范化。各个历史时期

{的政权、区划、地域名称，均沿用旧名，必要时加注。各种数字按国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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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j

．，

八、本志中凡简称“新中国"，’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建国

前”、“建国后”，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凡简称“党’’的均指

“中国共产党"；县委、地委、省委均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凡“政府”系

指人民政府。

九、地面高程均沿用“大沽”高程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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