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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江流域河姆渡镇的水灾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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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改变河姆渡镇因地势低洼而饱受洪涝灾害的历史现状,通过分析传统治水方法及新时期

治水思路,详细介绍了该镇如何妥善应对低洼地区水灾害并将易涝易旱地成功改造成旱涝保收田

的经验做法。 认为新时期“挡排引蓄改冶五字诀的提出,使该镇将易涝易旱地改造成旱涝保收田,
并带动了农业及其他产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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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河姆渡镇位于姚江中下游,该镇平均地面高程

不足 1m。 由于地势低洼及当地水利工程设施技术

相对落后等不利因素导致该镇自古便水灾害不

断[1]。 笔者结合多年工作经验,介绍该镇应对水灾

害的经验做法。

1摇 河姆渡镇概况

余姚市河姆渡镇地处浙东沿海,南靠洪山,北濒

慈江,姚江横贯全镇,与丈亭、三七市两镇隔水相望,
东西宽约 9郾 5km,南北长约 10郾 5km,略呈方形,全镇

总面积为 64郾 92km2,人口有 2郾 3 万,境内有罗江、江
中和车厩 3 个片,下辖 9 个行政村,3 个居委会。 河

姆渡镇历史悠久,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水陆交通便

捷,距宁波机场、北仑港口 35km,沪杭甬高速公路、
杭甬运河均穿境而过[2]。

在河姆渡遗址的第四文化层发现的大量人工栽

培的水稻堆积、154 件形态各异的骨耜以及干阑式

住宅遗迹证明当时河姆渡人已步入农耕文明并实现

定居。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遗址里发现的木构竖井、
双耳环汲水陶罐、木浆、陶舟、骨鱼镖以及大量河口

海洋生物骨骸证明河姆渡先民对江河湖泊的开发利

用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在创造灿烂古文化的同时,河姆渡镇也饱受自

然灾害威胁。 1949 年建国初期,人们对水灾害的认

识比较肤浅,水利工程防洪标准普遍偏低,梅雨季节

或台风多发期极易受涝,往往是一场特大暴雨过后,
低洼地区一片汪洋,大片的水稻田受灾严重[3]。 人

们只能采用挖沟排水、抽水机排水等方法进行抢救,
效果甚微。 同时由于道路建设、土地整理等侵占水

面现象日趋严重,致使该镇水面不断减少,调蓄能力

不断下降,供水条件不断恶化。 “滥污地洋破罗江,
十年到有九年荒,大水淹灭毛蟹出,连根带谷呒三

百冶是当时河姆渡镇农业生产的真实写照。

2摇 传统治水方法

面对年复一年的洪水灾害,河姆渡镇采取了一

系列的应对措施,使得河姆渡镇饱受水灾害的情况

有所好转。
2. 1摇 加强统筹规划,治理重点区域

河姆渡镇将汛期洪涝灾害的防控作为水利工作

的主要课题,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立足全局、统筹规

划,不断加大投入,对重点区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治

理工作。 2005 年余姚市开始修建蜀山大闸,蜀山大

闸的建成运作减少了洪涝灾害的发生次数,缩小了

洪涝灾害的规模,切实保障了当地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确保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2. 2摇 加强科学调研,提出科学对策

河姆渡镇集中技术力量,组织专家团深入各地

调研,特别是对镇内洪涝灾害易发区进行了深入、全
面的了解,将调查资料与历史资料相结合,作出科学

对比分析,并提出了具体对策:淤深入分析研究历史

上产生严重影响的洪涝灾害,探讨洪涝灾害的特性

与成因;于通过调查摸底,健全防灾应对机制;盂建

立快速、准确的降雨实时观测和洪水预报系统;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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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广泛动员和组织全民演练抗洪

避灾,确保在洪涝灾害中将生命财产损失降到最低。
2. 3摇 加强工程建设,减少洪涝灾害损失

将镇内河流整治纳入经济发展规划,在年度财

政预算中安排专项资金,逐步对各河道进行整治。
淤对镇内易发生洪水灾害的地区、连片的农田区以

及洪涝灾害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较大的区域进行统

筹规划,以堤防加固、建设护岸护坡和河道清淤疏浚

等工程为主。 于针对流域内植被破坏严重、水土流

失引起的河道淤积,不合理的开采、占河建房、垃圾

倾倒等行为导致的河道行洪能力日渐萎缩等问题,
及时采取清淤疏通、修建堤防等措施,努力改变“大
雨大灾、小雨小灾冶的被动局面[4]。
2. 4摇 提高人员素质,确保防汛工作实效

明确防汛工作第一责任人,在汛期发生较大降

雨时及时向水文、气象、国土等部门了解降雨范围、
强度及是否引发灾害等信息,确保一旦洪涝灾害暴

发,能迅速组织各方力量投入抗灾;明确当地政府及

相关部门的防汛职责,将具体任务落实到各条线、每
个人,确保工作成效;建立奖惩制度,将防汛工作纳

入镇领导干部绩效考核范畴,作为干部考核、晋职、
奖罚的重要依据,对因主观原因导致灾情加剧的,切
实追究责任。

3摇 新时期治水思路

上述治水方法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河姆

渡镇洪涝灾害带来的不利影响,但是遇到强台风天

气引发的持续性强降雨效果还是不理想。 一场较大

的洪涝灾害往往导致当年杂交水稻颗粒无收,当地百

姓对此心有余悸。 为此,河姆渡镇党委、政府在总结

已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谋发展、求突破,念好“挡排

引蓄改冶五字诀,洪涝灾害治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a. 念好“挡冶字诀。 如何挡住洪水时期客水入

境是河姆渡镇治理洪涝灾害的关键之举。 早在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河姆渡人便围筑了沿江堤防,
使该镇的防洪标准基本达到 5 年一遇,但最近几年

姚江水系日趋恶化,当时所筑沿江堤岸的防洪标准

已远远满足不了实际需要。 为此,对全长 35 500 m
的江浦塘进行了标准化治理,使该塘的防洪标准由

原来的 5 年一遇提高到现在的 20 年一遇。
b. 念好“排冶字诀。 姚江水系的变迁及沿江各

乡镇强排数量的增加,使得台风暴雨期河姆渡镇不

断面临姚江高水位过程时段加长的不利局面。 为及

时排出积水,确保境内水位正常,一方面将各类设施

的防洪标准提高到 30 年一遇甚至 50 年一遇;另一

方面在姚江和农田之间挖掘内河,干旱时发挥蓄水、

灌田的功效,洪涝时又能及时将积水排到姚江口,缓
解洪涝压力[5]。 此外,在不断增加强排涝模数的基

础上,主动收集宁波地区雨量资料,一旦遇到强台风

暴雨天气能及时与市防汛指挥办公室取得联系,掌
握姚江、奉化江、甬江等水系状况及潮汛时辰,并根

据掌握的信息进行科学调度,预降境内河网水位,做
到未涝先排,增加滞洪效率。

c. 念好“引冶 字诀。 河姆渡镇拥有山林面积

367 hm2,占全镇总面积的 48% 。 长期以来山区人民

饱受洪水暴雨之苦,经济发展落后,与平原地区的人

均收入相比差距拉大。 对此,通过实地考察收集大

量资料,制订了“治贫先治水冶的方针并在如何引山

水入江上下足了功夫。 近 10 年来,对原车厩片大小

溪道进行了大规模治理,共裁弯取直 9 800 m,开挖

回填土方近 10 万 m3,使溪道引洪标准从原来的不

足 5 年一遇提高到 20 年一遇,确保山区人民免受洪

涝灾害。
d. 念好“蓄冶字诀。 河姆渡镇境内虽有大小山

塘水库 70 座,但总蓄水量仅有 210 万 m3。 同时,这
些修建于五六十年代的山塘水库受工程质量影响长

期以来只能限制低位蓄水,从而加剧了当地的用水

矛盾。 为妥善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对所有山塘水库

进行除险加固,基本上摘掉了限制低位蓄水的“帽
子冶;其次,对现有的镇级和村级共 127 条河道进行

逐年疏浚,通过以上两项工程措施共增加蓄水近

60 万 m3,基本实现小河有水大河满,在提高抗旱标

准的同时有效增强了抗洪时段的预降、滞蓄等功能。
e. 念好“改冶字诀。 罗江、江中两片被称为姚江

流域的“锅底冶,洪涝灾害严重,农业生产徘徊不前、
结构单一。 为此,利用 4 年时间,将全镇所有排涝泵

站改为一米圬工泵,使围圩电排总装机容量达到

1 460 kW,排涝流量达到 24郾 3 m3 / s,排涝模数从原来

的每平方公里 0郾 67 m3 / s 提高到了 1郾 16 m3 / s,排涝

标准从过去的 10 年一遇提高到现在的 20 年一遇,
确保了罗江、江中两片各业生产正常运转[6]。 同

时,采用新技术对排涝站进行改造,将过去单一槽型

进水改为当今最科学合理的渐开线进水。 采用渐开

线状进水方式后,水流流态通顺,消除了紊流进水现

象,使出水室无功出水现象好转,水泵空蚀得到根

除,相同泵机下出水流量显著增加,实际耗能降低。
排涝站改造后,在节约年耗电开支近 15 万元的同时

大幅度延长了配套设备的使用寿命。

4摇 结摇 语

“挡排引蓄改冶五字诀的提出改变了河姆渡镇由

(下转第 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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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等[7]。 在防洪工程中结合文化古迹的保护修缮,
弘扬历史文化,增加人对防洪工程的亲近感。 建设

一些与城市整体景观相和谐的河流公园,使城市两

岸周边的空间成为最引人入胜的休闲娱乐空间[6]。
3. 5摇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保护意识

对水环境保护和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公众和管理决策者对水环境重要性的认识。
要结合有关纪念日主题,形式多样、切实有效地开展

宣传活动。 同时,在宣传活动中,要做到内容丰富、重
点突出、教育面广,如张贴标语、印发宣传单、利用电

视、广播、报刊工具进行法律法规、典型案例等宣

传[4]。 通过宣传教育活动,让广大市民充分了解水环

境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了解城市水资源供

给状况和对城市的重要性,使之主动参与创建优美城

市水环境,监督、制止社会上破坏水环境的行为。
3. 6摇 加快生物修复技术治理城市水环境步伐

生物修复技术是 20 世纪 90 年代得以迅速发展

的一项污染治理工程技术,生物修复在城市水环境

治理中应用最早起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从

I996 年开始大规模试验,取得了上海张家浜、上澳

塘、江苏周庄、广州朝阳涌、古廖涌等多条城市河道

生物修复成功的案例[7]。 生物修复技术在沿海地

区中小城市还未得到广泛推广,可根据不同中小城

市的特点,选择合适的生物修复组合技术。
3. 7摇 注重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安全水环境

加强城区排涝泵站的维修改造,增大城市排涝

能力,减少内涝发生。 加强城区排涝河道综合整治,
改善河道淤塞、水体污浊、岸线破损面貌。 加强易涝

地区的综合治理,改善城市排涝条件。 推进多自然

型水环境建设,创造出具有丰富自然景观的水边环

境。 可根据当地的地形、地貌等实际,因地制宜地修

建必要的人工河道、湖泊、水库,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美化绿化城市。 进行河道清淤,恢复河网蓄水量,减

少水体有机污染,增强水体自我净化能力。 建设引

水入城工程,确保有“水冶、有“活水冶。

4摇 结摇 语

水生城之态,水筑城之形,水活城之魂。 城市水

环境是城市文明的象征,是提高城市文化、生活品位

的一项重要衡量指标,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

成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中小城市经济发

展突飞猛进,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水环境问题,加之

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城市水环

境的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城市水环境的保护及综

合治理已迫在眉睫。
城市水环境的保护与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复

杂的系统工程。 本文通过调研分析,指出沿海地区

中小城市水环境具有 3 大特点,存在着 4 个方面的

问题。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7 个保护与管理措施,以
期为政府及有关管理部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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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地势低洼而饱受洪涝灾害的历史,使该镇成功地

将易涝易旱地改造为旱涝保收田。 具有 7 000 年文

化底蕴的古镇也因此实现了“华丽转身冶,农业基础

的不断扎实带动了该镇其他产业的发展,使该镇陆

续获得“中国茭白之乡冶、“华东不锈钢生产基地冶等
美誉。 河姆渡人将继续发扬勤劳、务实、无畏的优良

传统,积极总结宝贵的经验教训,凝聚力量,求新、求
变、求突破,不断书写河姆渡镇应对水灾害、利用水

资源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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