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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治理】高底河裁弯取直
据 记 载 ，1950 年 7 月 8 日 至 10

日，许昌地区连降大雨，高底河决口
及洼地积水，淹地 32500 亩，165 个村
庄受灾；1955 年 7 月至 9 月，许昌地
区连降 5 次大雨，许昌县连降四次大
雨，高底河决口，部分乡村发生内涝
积水，秋禾、烟叶受淹萎黄；1956 年 6
月 2 日 19 时 至 次 日 凌 晨 4 时 ，降 雨
148 毫米，高底河决口漫溢 13 处，许
昌县境内其他河流普遍漫溢，加之内
涝积水，秋田被淹 25万亩……

“以前，这条胡同是高底河的老
河道。”王丙才说，他家的房子就盖在
老河道上。以往的高底河河面窄、弯
道多、河堤低，每年雨季来临，由于排
水不畅，金湾、徐八庄一带经常发洪
水，淹毁庄稼，冲塌房屋。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提出根治淮

河的决策。据张向阳著的《许昌治淮
回顾》中记载，1950 年 10 月 14 日，政
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制
定了“蓄泄兼顾，以达根治”的治淮方
针，从此开创了人民治淮的新纪元。

1950 年 11 月 8日，许昌成立专区
治淮指挥部。许昌专区治淮指挥部
决定在河道上游有利条件的山谷修
建水库，拦蓄洪水；在下游合适的平
原洼地，蓄水错峰，调剂洪水；将弯曲
的河道裁弯取直，疏浚河道，宣泄洪
水。许昌专区治淮指挥部先后开工
建设了石漫滩水库工程，白水水库工
程，并对颍河、沙河、汾河以及高底河
进行疏浚治理。

为了根治高底河，许昌专区治淮
指挥部决定对高底河进行一次脱胎
换骨式的大手术，先是对其部分河段

进行疏浚。1955 年 4 月 11 日开工，
1955 年 5 月 30 日竣工。由鄢陵、临
颍 、西 华 三 县 民 工 22300 人 参 加 施
工。治理河段长达 20 公里，其中裁
弯取直 8 公里。设计洪水流量 320 立
方米/秒。完成土方 242.1 万立方米，
建桥 15座。

为减少水患，从 1957 年起，我市
开挖清潩河，将河道变直，取代原来
的高底河。清潩河建成后，堰口便失
去了作用，高底河随之干涸、废弃。
只剩早已废弃的堰口分洪闸，似乎在
无声地诉说着高底河的过往。

【依水而居】高底河沿岸风光秀丽
说起高底河，在北堰口社区，一

些上了年纪的村民都有记忆。王丙
才告诉记者，当年高低河从村里流
过，河水清澈甘甜。王丙才的父辈们
曾经说过，高底河河床几乎和地面一
样高，有“地上河”之称。

据史料记载，高底河是许昌的母
亲河，开凿于曹魏时期，是曹操在许
昌屯田的产物。自古以来，高底河沿
岸风光秀丽、景色宜人。

据明嘉靖《许州志》记载，高底河
流经的秋湖，在许州东二十五里，一
名东湖，潩水经过，有鱼、虾、蚌、蛤、

菱、莲、蒲、苇之利，乡人取给焉……
清乾隆年间，礼部侍郎沈德潜路

过许州，游高底河后，被其秀丽的景
色所折服，赋诗道：到处陂塘决决流，
垂杨百里罨平畴。行人便觉须眉绿，
一路蝉声过许州。这首诗从一个侧
面真实地记载了当年高底河沿岸的
秀美风光。

“我们村自古以来风景就很好！
因为挨着河道，所以灌溉农田十分方
便。”村民王宝山说，该村居民很多都
种菜，每天早上家家户户都是挑着菜
到市区各个农贸市场上售卖。

高底河虽然方便灌溉田地，为当
地百姓提供了诸多便利，但千百年的
冲刷和沉淀，令河床逐年升高，形成
了“地上河”。据村民回忆，高底河河
床甚至高过沿岸房屋。汛期来临时，
曲折的河道不利于泄洪，原本温柔的
母亲河如同一条脱缰的野马，经常决
口水淹农田。

在王丙才的记忆里，每逢西北方
向出现降雨，他就会号召村民提着灯
到高底河河堤上巡视，看河水是否漫
过河堤，或河堤上树根腐烂后是否产
生河水跑漏现象……

【堰口来历】
村里有高底河“围堰”

当日上午，在村民的指引下，记者
走进了一片菜地，沿着菜地一直往西
走，终于找到了深藏在梧桐树林中的
青砖建筑——堰口分洪闸。

“这个分洪闸有年头了，清潩河修
成后该闸就废弃了，在地头立了好多
年。”居民王丙才说。记者踩着枯树枝
往里走，发现一侧墙上写有“许昌县人
民政府修建堰口分洪闸，一九五×年
七月，许昌市建筑公司承造”。

在文字的提示下，记者看到该建
筑东北角的残渠遗址和西南角的河道
遗址。尽管该水闸起到了堰的作用，
但它是座现代建筑，村子绝对不会因
它而得名。

1993 年出版的《许昌市志》记载：
新中国成立前，高底河在堰口村开口
建 闸 ，引 高 底 河 河 水 经 北 关 入 护 城
河。新中国成立后，重新修建了该提
水闸。

“听村里老人说，以往我市每年都
要给护城河灌水，首先要把高底河堵
上，等水位升高了，才能流入护城河。
等护城河里的水灌满后，再把高底河
的围堰扒开，让水顺着主河流走。我
们村因此得名堰口。”王丙才说，那时
候，高底河的河底很浅，两边的河堤也
不高。王允墓附近是个岔河口，一条
通往市区护城河，另一条主河穿过现
在的村子，过魏都区市民之家办公大
楼所在位置后，经河湾、赵湾、三里桥、
小李庄、韩铺、孙湾等村子后，流出许
昌。

《许昌水利志》中没有单独介绍高
底河，但在介绍清潩河的文字中，写道
清潩河上游有两条河源：一是石梁河

（源出禹州市老山坪），流经长葛入许
昌县境后称清泥河，到泘沱入潩水；二
是潩水（源出新郑具茨山凤后岭），经
长葛、许昌，因河床较高，俗称高底河。

原来，高底河只是该河道的小名，
它真正的名称叫潩水。根据这个线
索，记者在明朝的《许州志》中发现有
关潩水的介绍：出于钧州西北陉山，经
过长葛、许昌，入蔡河而达淮河。 （（311311））

沿河而居，高底河曾流经这里
□ 记者张铮

核心提示

在北堰口社区，有一
处堰口分洪闸旧址。尽
管该分洪闸早已废弃，但
它却见证了许昌高底河
的过往。4月8日，记者再
次来到北堰口社区，在村
民的指引下，找到了深藏
在梧桐树林中的青砖建
筑——堰口分洪闸。

北堰口社区旧事（二）

↑ 如今，清潩河在阳光下波光粼粼，风景如画。 记者 谭宜姝 摄
→ 北堰口社区内的这条胡同是高底河的老河道。 记者 张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