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苏中小镇的
水患变水利 70年

⊙戚正欣

口岸，江苏省中部长江北岸的一个
滨江小镇，元至正二十五年

（1365），与张士诚争夺天下的朱元璋派其
部下徐达进攻泰州张士诚部，兵至这里的
江边，水道不通，徐达调兵自大江口挑河 15
里，开济川河，通贯口岸，直达泰州南门湾，
从此，口岸成为泰州及里下河地区出江入
海的重要门户，一个扼控长江的重要港口。
口岸南濒长江，南官河（原济川河）纵

贯南北，宣堡港横穿东西，水资源十分充
沛。大江大河虽为小镇发展带来水利，但也
带来了无尽灾难。据《泰兴县志》记载，千百
年来，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影响，境内河道淤
浅、水工失修，江河漫溢、堤毁人亡的悲剧
常有发生，水患带来的灾难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
前。

建国初期的 1954年夏天，梅雨季节比往年长了
一个多月，三个多月里共降雨 935.5毫米，江河水位
暴涨，原本就不堪重负的江港堤坝长时间泡在水中，
一触即溃。进入农历七月中，长江中上游客水大量压
境，沿江水位一再突破警戒线，长江和南官河堤防频
频告急，江河堤岸上防洪民工日夜巡防死守。

灾难终于不幸降临，农历七月半后的几天里，口
岸沿江有好几个村的长江堤防先后崩塌，汹涌的江
水脱缰野马似地狂奔低凹处农田、村庄，沿江圩区
田、河不分，一片汪洋，陆上可以行舟，积水超过 1

米，镇区百多米长的新民街浸泡在洪水中，前后长达
两个多月。
经过上万群众接连 10 多天的抢险，各处江河决

口终于被堵住，但农田里的积水依然很深，镇区新民
街依旧泡在水中。当年很少有排水机械，全靠自行降
水，人们在积有深水的大街上用木板搭起一座空中走
道，出入通行都在这走道上，这木走道直至秋后大水
消退才拆除。
这次洪涝灾害发生在建国之初，当时国家初立，

百废待举，国民经济尚处于恢复时期，年久失修的江
河堤防还未来得及彻底治理，灾难发生后就猝不及
防，造成了房倒屋塌、农田遭淹、家破人亡的悲剧发

引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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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1954年的洪灾给口岸人民带来的教训是十分惨
痛的。

由于南官河河口与泰州间高差较大，河道水位
又无水工建筑控制，夏季洪峰来袭，
撞船、沉船的事时有发生，枯水季节
航运及灌溉又受严重影响。鉴于南官
河在苏北地区航运及灌溉中的重要
地位，江苏省人民委员会于 1956年 9
月 10 日批准对南官河道进行整治，
并在出江口处建造船闸、节制闸各一
座。
整治工程分两期进行。第一期于

1956年 10 月开工，从口岸锅厂向北
经刁铺、庙湾至泰州老通扬运河，按
设计标准裁弯取直，拓宽浚深。第二
期工程于 1958年春动工，第二年 10
月结束。从口岸坝口新开河道入江，
入江口从龙窝西移 1.5 公里至高港，
甩开坝口以南的一段老南官河，并在坝口建造节制
闸和船闸各 1座。

由于南官河上建起了船闸，高港通往泰州里下
河的内河航运发展起来，在南官河出江口的西岸建
起了泰州轮船公司口岸内河轮船码头，开通了开往
建湖、盐城、阜宁等地的航线，盐城开往常州的航线
也在此停靠。

流经镇区的宣堡港源于泰兴腹部，南官河上节制
闸建成前，一到秋冬，位于高砂土地区的宣堡港便干
涸见底，不但严重影响交通运输，连灌溉都很困难。
1972 年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泰兴县委、县政府决定
拓宽、疏浚宣堡港口岸段，工程于当年竣工，为推动泰
兴中部地区稳产、高产田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

进入 1991年 7月上旬后，口岸的防汛形势越发
严峻，10天里，“天降暴雨”“江潮顶托”“客水过境”
三箭齐发，长江水位超过了发生特大洪灾的 1954
年。7月 12日是农历六月初一，正逢天文大潮前夕，
这天下午，天空忽然电闪雷鸣，暴雨如注，转瞬间，三
五米外已难辨人影，至夜晚，平地积水已达数寸。

当晚 11时许，各处报警告急电话纷纷打进口岸
镇防汛指挥部。最先打来电话的是镇东南部文胜河
决堤，现场参加抢险的村组干群和镇分工干部 100
多人正在奋力抢险，但麻袋、草包、蛇皮袋不够用，急

需支持。接着，蔡滩村、时仙村电告南官河水已漫过
堤顶，沿江几个村则报告江堤基部发现了多处渗漏
和管涌，形势十分危急。

各处的战斗直至天明，农村抗洪的形势稍有稳
定，镇区向阳南路数十居民又来到镇政府，情绪激动
地反映向阳南路积水深达 80公分，不少人家进了
水。原来，宣堡港南 1平方公里内是一个独立水系，
境内雨水都是通过下水道流入宣南中沟，再由宣南
中沟西的排涝站排向南官河，而此时排涝站闸门却
硬是打不开。
原来，连续多日的暴雨，宣南中沟内水早已溢过

沟顶，由于排涝站长期不用，闸门已深深陷入污泥中
不能拔起，内水不能外排，而排涝站机房也被淹 1米
多，电动机不能启动，要想向外排水，只有从水下把
闸门提起。这时，口岸村支书徐勤生闻讯赶了过来，
钻到污泥浊水之下，硬是用一根毛竹撬起了闸板，汹
涌的积水才得以向闸外猛泄。

7月 13日后的一周是抗洪的关键时刻。全镇进
入紧急状态，一切工作以抗洪为中心，机关、工厂、商
店人员全都投身到抗洪抢险中，各单位人、财、物随
时服从抗洪调用，基干民兵也 24 小时待命，随时准
备开赴抗洪前线。期间，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韩培信，
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曹克明等领导先后亲临口
岸，视察并指导抗洪斗争。
这次洪灾，由于有建国 40年来水利建设打下的

坚实基础，有各级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有全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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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共同努力，实现了“不死一个人”的目标，但暴雨
给人民生活生产造成了巨大损失，由于洪灾，全镇共
倒塌民房 350间，受灾中稻 5000 亩，工业直接损失
300万元，间接损失 274万元，已经把洪灾造成的损
失降到了最低程度。

1995年 7月 11 日是个难忘的日子，这天上午
11时左右，高港村永长圩江滩发生严重坍江，险情发
生后，泰兴县委、县政府当即组成抗洪抢险指挥部，
现场组织指挥抢险，在随后的一周内，来自 5 个乡镇
的数万民工冒着炎夏酷暑、日夜苦战，终于筑起一道
长 1000余米、宽 22米，用土 8.48万方的二道江堤，
确保了永长圩抢险的胜利。
这次永长圩坍江，虽为不可抗拒的事件，但作为

江边的城镇，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坍江险情，尽管平
时对江河堤坝已进行过多次加固，但对
江滩潜在的危险依然重视不够，对突发
事件的发生在思想和物质上准备依然
不足，这次有惊无险的坍江，锻炼了人
民，教育了人民，要想长治久安，必须排
找隐患，从防洪的基础工作抓起，方能
万无一失。

总结永长圩抢险的经验，县委、县
政府于当年底在全县沿江开展了“三
江”（江堤、江涵、江闸）工程建设，口岸
段从三福船厂至与永安洲镇接壤处，全
镇上万人参加，对江堤进行加宽、加高。
接着，又对境内河港进行了拓宽、浚深，
使航运、排灌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昔日
的水患从此变成了造福人民的水利。

上世纪 90年代中，为实施“海上苏东”战略，配
合国家规划中的南水北调工程东线取水口建设，江
苏省委、省政府决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和科技力
量，开挖跨世纪工程———泰州引江河。该工程入江口
前的 4 公里就在口岸镇境内，该工程的正式实施实
现了 1958年以来口岸人的梦想。

工程主要由泵站、节制闸、船闸、调度闸、送水闸
五座工程及配套建筑组成。河道全长 24 公里，底宽
80米，设计规模为自流引江 600 立方 /秒，一期按
300 立方 /秒实施，工程总投资 11.9亿元，其中枢纽
投资 3.6亿元。枢纽泵站远看如一艘远航的巨舰，而
船闸闸首则呈倒八字型，既像风帆，又有“发”的蕴意。

泰州引江河高港枢纽的建成，增加了南水北调
的供水能力，送水量达 200 立方 /秒；提高了向里下
河和通南地区的灌排标准，向沿海垦区和各灌区供
水，受益耕地达 300万公顷。同时，促进了里下河地
区的排涝能力，当里下河地区出现洪涝时，高港泵站
可抽排涝 300 立方 /秒入江，提高了该地区防洪排
涝标准。
泰州引江河高港枢纽的建成，促进了苏北的航

运发展，形成了一条从长江到泰州的水上高速公路。
又沟通了里下河和东部沿海地区，实现江海联运，振
兴了区域经济；改善了生态环境，泰州引江河干流可
基本保持长江水质，实施了高标准水土保持和绿化
防护工程，构建了“桃李争春、绿荫护夏、枫叶染秋、
红梅暖冬”的美好风光。

泰州引江河口岸段的开挖，是口岸历史上最大
的一项水患变水利的伟大工程，也是口岸人民胸怀
全局，服从大局的一次具体实践。为开挖引江河，口
岸人民作出了巨大牺牲，大片土地被征用，一些生产
组土地被征光，给许多拆迁户造成了生活困难，但也
在口岸 70年的水利建设史上留下了最为亮丽的一
笔。■

（责任编辑：巫勇）

戚正欣，江苏省作协会员，高港区作协主席，社
科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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