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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历史上海河

为何频发水患

□冉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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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海河治理前的几百年
里，频繁暴发水患？这与海河
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许多人
为因素相关。

首先，海河流域以北有东
西走向的燕山，西部有东北、
西南走向的军都山、太行山等
山脉环绕，它们联合形成了一
道天然屏障。每年夏秋之交，
来自东南的太平洋暖湿气流，
在此遇高山阻挡发生抬升作
用，极易在山前地带形成暴
雨。加之山区河道坡度较陡，
山洪来势迅猛，一旦进入平
原，因河道坡度突然变缓，致
使河水宣泄不畅而容易决口。

而在气候、气象方面，海
河流域多年平均雨量为四五百
毫米，其中70%－80％的降水
常集中在七、八两月的几次暴
雨之中，甚至集中在几天之
内，因此造成秋涝。如遇降水
多的年份，则更易洪涝成灾。

而且，海河是典型的“扇
形”水系分布。海河流域东西
方向较短，南北方向很宽，支
流繁多。这种“扇形”水系分
布的形式，容易促使洪水集
中。特别是下游一带，直接威
胁北京、天津以及其周边地区
的安全。

而海河流域各河的泄水能
力大都是上游大、下游小，上
下游极不相称，有的相差几十
倍甚至一二百倍。尤其是海河
上游水土流失较为严重，河水
含沙量大，泥沙沉积造成了各
支流的下游及海河干流在平原
皆为“地上河”，河道流水不
畅。如果堤防失修，在洪水冲
击下，很容易溃堤决口，洪水
横流，泛滥成灾。

此外，也有人为和社会原
因。北宋以后，海河流域森林
滥伐，土质疏松，造成严重水
土流失，使下游平原泥沙大量
沉积，河床淤塞，形成海河水
系“善淤善决善徙”的特性，
易发生水灾。

历朝为保持大运河畅通和
增大运河流量，把原本分流入
海的几条大河连接在一起，又
把原本与大运河不相干的河流
人工截流改道，迫使其流入大
运河。众多河流汇入天津，经
由一条并不十分宽的河道入
海，这就超越了海河本身的承
受能力，使本来地势就十分低
洼的下游地区，始终处在洪灾
威胁之中。

所以，我省在根治海河时
将治理关键确定为“将海河流
域的各大河流分别开辟导洪入
海河道，加大行洪能力，分流
入海”，正是切中要害。

文/记者 李冬云

1963 年海河流域特大洪

水后，毛泽东主席发出“一定要

根治海河”的号召。为治理海

河，一场以河北为主体的大规

模群众性治水运动在华北大地

展开，成为我国水利建设史上

的重大事件。

整个工程持续近20年，使

用土方量达 13.5 亿立方米。

这意味着如果将所用土方修成

厚 4 米、高 8 米的城墙，可绕地

球赤道一圈多，其工程量与苏

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等近代

著名工程相比毫不逊色。

以我省民工为主力的治河

大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凭

借一把把铁锨和一辆辆独轮

车，成就了海河的安澜局面，基

本解决了海河流域的水患问

题，其所凝铸的根治海河精神

代代传承，永载史册。

根治海河

：

﹃
治水大军

﹄
用奋斗成就梦想

特大洪水坚定
中央治河决心

1963年11月17日，时任河北省
委第一书记林铁收到毛泽东主席的一
封书信，其中写道：“林铁同志：遵
嘱写了几个字，不知是否可用？”

这是一封回信，前不久，林铁请
求毛主席为我省当年的抗洪抢险斗争
展览会题词。

1963 年夏，海河流域暴发历史
罕见的特大洪水。我省受灾严重，洪
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9.3 亿元，间
接损失13.1亿元。

1963年12月13日，在河北省抗
洪抢险斗争展览会上，观众看到了毛
主席为治理海河题写的振奋人心的口
号——一定要根治海河。

海河，华北地区最大的水系。它
西起太行，东入渤海，北跨燕山，南
界黄河，流域面积 31.78 万平方公
里，全国七大流域之一。

海河，流经众多省份。它地跨北
京、天津两大直辖市，内蒙古自治区
和辽宁省的一部分和河北省大部，山
东省、河南省，山西省东部和东北部
也有它的足迹。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海河流经了
我省 70%以上的土地，在我省的流
域面积 14.7 万平方公里，我省三分
之二河流属于海河水系。

历史上海河曾是一条桀骜不驯的
蛟龙，流域内水旱灾害频发。1368
年到 1948 年的五百余年里，共发生
水灾 387 次，旱灾 407 次，平均三年
四灾。

1949 年至 1963 年 15 年间，我
省平均每年洪水沥水淹地 2016 万
亩，减产粮食 10 亿公斤，各项损失
合计109.1亿元。

水灾给国家增加很大负担，仅中
央从各方面支援我省抗洪救灾的物资

等折款就达 60 多亿元。“兴水利、除
水害”，是海河流域人民的迫切愿
望。海河流域的治理成为一个关系全
局的问题。

1963 年 9 月 21 日，中央救灾工
作会议发出关于治理海河水系的决
定。

11 月 17 日，毛泽东主席“一定
要根治海河”的号召发出后，刘少
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
中央领导人也都为我省抗洪抢险斗争
展览会题词。

中央领导人的题词表明根治海河
水患已经引起中央领导集体的高度重
视，海河治理，完全提上中央领导的
议事日程。

1963年洪水后，我省总结治水经
验教训，制定了“上蓄、中疏、下
排，以排为主”的治理方针。

上蓄，即在上游修建和加固水
库，开展水土保持工作，以拦蓄洪
水，发挥综合效益；“中疏”，即疏通
中游河道，使其顺畅泄水，不致泛
滥；“下排”，即在下游开辟入海尾
闾，使洪沥水通畅入海。

不久，在水电部的指导下，海河
的“两个十年”治理规划出台。

按照规划，根治海河工程分两个
十年实施。第一个十年，即从 1964
年到 1973 年，工程重点放在中下游
防洪河道和排沥骨干河道治理方面。
第二个十年，即 1974 年到 1983 年，
续建、新建、扩建、加固大中型水
库，提高防洪安全标准；扩建排渠，
提高黑龙港流域除涝标准，扩大水
源，增加灌溉面积。

1965 年 3 月 24 日，中央书记处
第 395 次会议决定：“由河北省派人
担任总指挥，水电部派人担任副总指
挥，统一领导工程的进行。”

7 月 1 日，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
部在沧州正式成立，随后不久，邯
郸、邢台、石家庄等 8 个专区及所属
有关县都成立了根治海河指挥部。

由此，一场大规模根治海河的运
动全面展开。

一场大规模群众性
治水运动

根治海河是一项宏伟的治水工
程，也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治水运
动。

1964 年至 1980 年，我省每年组
织七八个地区，八九十个县市，三四
十万民工，大协作，大会战，采取集
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法，一条河系一
条河系地进行治理。

参与治河的民工主要是来自天
津、保定、石家庄、邯郸、邢台、衡
水、沧州、唐山等 8 个专区，绝大多
数是年龄在 18 岁至 50 岁的农村男劳
动力。

各级海河指挥部采取“自愿报
名，领导审查批准相结合的办法”，
一支“以农民组织起来的革命化的兴
修水利的民工大军”组建而成。

动员几十万人参与治水工程，组
织和管理尤为关键。我省根治海河指
挥部将军队的各种规章制度灵活应用
和实践于整个治水工程。

首先，对民工实行军事化的组织
形式。民工队伍以原有民兵组织为基
础，采用团、营、连、排、班建制。

同时，从上到下建立一系列的政
治工作机构，配备政治工作人员。营设
营长、教导员，连设连长、指导员，分别
负责工程指挥和政治思想工作。

为了严明纪律，也为了鼓舞治河
大军的士气，施工队伍组织起来后，
以大队或生产队为单位对民工进行短
期培训。

这些培训内容包括，学习 《为人
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等文章，邀请复员军人向民工讲解解

放军吃苦耐劳，勇于战胜困难的硬骨
头作风，使民工坚定根治海河的决
心；带领民工学习“三大纪律、八项
注意”和“三八作风”，针对民工的
实际情况，制定“简单易记、切实可
行”的行动纪律。

20 世纪 60 年代，国家经济较困
难，国家积极提倡自力更生、勤俭建
国的精神，这项规模浩大的治水工程
也不例外。

今天我们难以想象，这样一场规
模浩大的治水工程，是以“补助”的
形式完成的。

为了节约治河经费，国家确定了
“生产队集体出工，义务劳动，国家
管饭，不记工资”的出工政策和详细
的补助标准。

翻开史料，我们还能清晰地看到
当时的补助标准。

民工每个标工补助生活费 4 角 5
分，贸易粮1公斤⋯⋯

民工进出场，步行不足15公里不
补助，15 公里以上不足 30 公里每人
补助 3 角，贸易粮 0.5 公斤，30 公里
补助 6 角，贸易粮 1 公斤。小车、小
型工具、排水机械、炊事用具、工棚
物料均由生产队或社员自带，国家给
予一定补助⋯⋯

工棚费补助，民工尽量借住民
房。必须搭设工棚者，每期工程每人
补助物料费2元5角⋯⋯

这种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特殊的治
水用工方式，兼顾了国家、集体、个
人三方的利益。尤其在根治海河初
期，出工补助对于农民出工具有一定
的诱惑力，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劳
动的积极性。

自力更生，勤俭治水也是各级指
挥部的原则。

1964年冬，沧州地区依靠群众大
干一个冬春，投资 1200 万元，完成
了原计划3年、投资3900多万元才能
完成的宣惠河疏浚工程；1965年，黑
龙港排水工程，原规划投资 3 亿多
元，后压缩到 1 亿元；海河工地各级
指挥机构，治河十年，转战各河系，
不搞基建，也基本不置买家具。

广大科技人员创新施工办法，缩
短工时的同时还节约了资金。

在子牙新河穿南运河枢纽工程的
设计施工中，如果按老办法全部采用
倒虹吸结构，工程量大，建设时间
长，投资需要 4000 万元。经过反复
研究，采取平交、立交相结合，井桩
架渡槽的建筑形式，工程当年建成生
效，投资减少到 650 万元，节省资金
80%多，工期缩短2/3。

十几年间，数百万燕赵儿女不计
报酬和名利，奔赴远离故土的海河工
地。一时间，全省涌现了诸多妻送
夫、母送子，父子兄弟同上海河的动
人故事。

这些故事的主角，不止有作为治
河主力的男性，还不乏女性的身影。

本来根据规定，是不让女性上海
河，但藁城、迁西、保定等地妇女自
发组成“红姑娘排”“铁姑娘连”，一
次又一次地开赴工地，参加了一期又
一期的根治海河工程，促进了根治海
河各项工程的顺利完成。

凭借一双手、一把锨、一辆独轮
车，根治海河运动的历史，也成为了
海河民工的奋斗史。

治水工程换来
近40年安澜局面

海河治理的历史，不仅是省内各
地区之间团结治水、相互支援发展的
壮歌，更是京津冀三地团结协作、协
同治理海河的开始。

1970 年海河施工中，我省与北
京、天津并肩战斗，一起开挖永定
新河和北京排污河。北京派技术民
工主动为我省解决了工地的排水困

难，承担了部分应由我省修建的桥
梁任务，还派出汽车支援我省运输
建闸物料。天津不仅提前完成了分
担的建筑物施工和移民迁建任务，
还担负了我省当时 20 多万治河大军
的物资供应。

1980年，大规模治水工程基本完
成。

整个工程先后开挖疏浚了黑龙港
河、子牙新河、滏阳新河、大清河、
永定新河等 53 条骨干河道，总长度
3641 公里；修筑防洪堤 3260 公里；
修建闸、涵、桥等建筑物 3445 座；
在上游续建、扩建和新建大中型水库
30 多座，总投资 17.25 亿元，共使用
土石方、混凝土13.35亿立方米。

自此，海河流域各水系都有了单
独的入海通道，排洪能力比大规模治
理前提高了 4.34 倍，洪水危害得到了
初步控制，创造了海河近 40 年的安
澜局面，确保了华北城乡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

据 1989 年统计，我省的防洪工
程已拦蓄超过下游安全标准的致灾洪
水 394 次，累计减少淹地 8818 万亩，
减少粮食损失 9.7 亿公斤，减少经济
损失 282.9 亿元，是国家对防洪工程
投资的10多倍。

同时，我省易涝面积大为减少，
海河流域盐碱地大部得到治理。

通过扩建原有的排沥河道，新辟
排水骨干河道及其配套工程，使排沥
入海能力由大规模治理前的 414 立方
米/秒增加到 3180 立方米/秒。我省
平均每年因涝成灾面积，由 1964 年
的 1107 万亩减少到 1985 年的 353 万
亩。

我省原有的 2361 万亩盐碱地，
在根治海河过程中，通过开挖排水河
道和大搞排水河渠配套，采取除涝治
碱、修建台田条田、机井抽水等措
施，到 1985 年，全省盐碱地面积已
减少到 433 万亩，占原有盐碱地面积
的19.3%。

黑龙港地区原是海河流域盐碱地
集中而且碱化程度十分严重的地区，
经过开挖疏浚河道，沿河两岸盐碱地
变成了良田，农业生产由低产变高
产，粮食年年获得丰收。过去的不毛
之地，成为了重要的粮棉基地。

更重要的是，根治海河工程使我
省灌溉水源大大增加，改变了我省海
河流域农业生产的面貌。

由于充分利用了根治海河中修建
的大、中、小型水库调蓄地表水和机
井建设开发地下水，到 1979 年末，
全省有万亩以上灌区 159 处，配套机
井 48.6 万眼，灌溉面积发展到 5506
万亩，比1949年增加近4倍。

据 1989 年的统计，全省灌溉工
程累计浇地 9.2 亿亩，增产粮食 1587
亿公斤，增产棉花 37 亿公斤；全省
70%以上的粮食和绝大部分经济作物
都是在水浇地上生产的。

根治海河工程经受住了时间的考
验，成为我国水利部门对外交流的重
要窗口，许多国外水利考察团及水利
专家参观根治海河工程，提升了我国
水利的国际影响力。

1972 年 4 月 9 日，丹麦奥尔胡斯
大学教授约翰斯·胡姆隆到沧州、衡
水参观根治海河工程，考察了子牙河
兴济枢纽、南排河南家楼倒虹吸等工
程。同年，瑞士日内瓦国际高等学
院教授麦坚参观了根治海河工程沧
州青县兴济穿运工程。菲律宾水利
考察团、巴基斯坦低洼盐碱地水利
考察团等都到我省参观过根治海河
工程。

1980 年 7 月 9 日，河北省水利局
与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部合并，组建
河北省水利厅。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
部的历史使命至此结束。

燕赵儿女认识自然规律、不畏险
阻、兴利除害、根治海河的精神，被
载入史册，代代传承。

毛泽东主席题词毛泽东主席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一定要根治海河。。

千军万马战海河千军万马战海河。。

图片均由中共河北省委党
史研究室提供

19631963年海河水灾中受淹的保定市区年海河水灾中受淹的保定市区。。

奋战在海河工地上的奋战在海河工地上的““小老虎连小老虎连”。”。 海河水系北系的永定河今日风光海河水系北系的永定河今日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