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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开发和水电工程

白银市自然条件较差，干
旱多灾，人民生活比较困难。

史料记载，仅明清两代发生的严重旱灾就不计其
数。“大旱成灾，饥瘦流行”，“民大饥、饿殍盈
野”，“灾荒频仍，死相枕藉”，“大旱，雹、蝗成
灾，岁大饥，人食草根树皮，死者无数”。这些骇
人听闻的记载，屡屡见诸地方史志。近百年间，天
灾仍持续不断，如 1920年 12月 16日，宁夏的海
原、西吉发生 8.5级地震，波及靖远、会宁一带，
死亡 23.4万人。1927年，遭遇特大雹灾，粮食严
重减产。1928年—1929年，发生罕见的大旱，赤
地千里，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根
据当时会宁县的调查，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 33%。
1949年新中国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翻
身得解放，实行了土地改革。但由于基础差、底
子薄，生产、生活条件难以得到改变，以干旱为
主的自然灾害仍然威胁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
生活的改善。1953年，会宁、靖远、景泰均遭大
旱，农业收成极差，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各级政
府急群众之所急，组织大批车辆，运输救济粮食、

白银市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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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赈济灾民。1959年—1961年是全国闻名的
三年困难时期，不少土地无墒下种，庄稼连年歉
收；农村人口外出逃荒，重灾区甚至发生非正常
死亡；牲畜乏弱，农本丧失，农村经济面临崩溃
边缘。党和政府正视困难，采取紧急措施，扭转
了形势，帮助人民群众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
1972年再次出现持续十个月的大旱，夏秋无墒而
失种，人畜饮水发生极度困难。政府既要解决救
灾粮，又要解决饮水。当时靖远南部会宁北部一
带，政府组织了近百台车辆运水。运水车辆所到
之处，人畜相随，飞鸟相逐，喜鹊、麻雀站在桶
边喝水而哄赶不走，缺水之严重可见一斑。各级
政府在领导群众生产自救的同时，层层向上汇报
灾情。周恩来总理得知解放已 20多年的定西地区
（白银市所辖会宁、靖远当时属定西地区） 群众生
活竟如此困难时潸然泪下。中央立即采取措施，
开展救灾。水利部、沈阳军区纷纷捐献了衣服、
被褥及其他大批救灾物资，省、地、县分别派干
部奔赴灾区，发放救灾物资，帮助群众渡过难关。
1982年，特大旱灾再次发生，缺粮缺水，牲畜无
有饲草，严重的灾情给农民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
困难。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国家领导人亲
临定西、会宁重灾区视察、并指示中央和当地政
府采取了许多扶贫救灾措施。

党和政府一向关心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生活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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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问题，在帮助贫困地区人民走出困境方面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究竟哪种办法行之有效，人们一
直在苦苦探索着，反复实践着。最初阶段的发钱
粮、送衣被、援农械等一系列措施，虽然解了燃
眉之急，但这种“输血”型的扶贫措施，终非长远
之计。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一个以“造血”
型扶贫为主旨，以各种建设项目为龙头，带动千
家万户大力发展生产，改变生产环境的开发型扶
贫迅速展开。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广大农
民群众治穷致富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农村经济快
速增长，农民收入不断提高，大部分群众的温饱
问题得到了解决。然而，由于历史、经济、社会、
地理条件等各种原因，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甘肃
中部贫困面还很大。白银地区最大的自然灾害是
旱灾，最突出的矛盾是缺水，于是，扶贫工作紧
紧围绕水而大做文章。

白银人民具有兴修水利的光荣传统，早在明
清时期，靖远、景泰、平川等地先后挖掘自流灌
溉渠道十条，并借鉴外地经验安装了天车提灌。
但是真正的大力发展提灌工程还是在新中国成立
后。1957 年 12 月，靖远五大坪电力提灌工程兴
建，开创了高扬程灌溉工程的先河。1969年，白
银区动员厂矿支援，发动群众投工，兴建了工农
渠，灌溉面积 2.7万亩。由于是民办工程项目，因
陋就简，工程不达标，效益发挥得不理想。1983

扶贫开发和水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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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列入了“两西”重点加固改造项目，先后投资
1302.8万元，进行了部分泵站改建、设备更新，使
灌溉面积扩大到 4.2万亩。1969年 10月，国家投
资兴建了全国最大的景泰川高扬程电力提灌工程
（以下简称景电）。景电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于
1969年 10月动工，1971年 10月 1日通水，1972
年开始发挥效益，1974年 5月主体工程建成，设
计流量 10立方米/秒，设计灌溉面积 30万亩，实
灌面积目前为 29.7万亩。二期工程于 1984年 7月
动工，1987年通水，总投资 4.48亿元。截至 2008
年，一、二期灌溉面积已达到 100万亩。新中国成
立前，景泰县“水在低处流，人在高处愁，禾苗多
焦枯，十种九不收。”景泰川电灌工程的建成，从
根本上改变了景泰县的干旱面貌，人们称赞景电
一期是“救命工程”、二期是“翻身工程”。

会宁是全国闻名的贫困县。特别是上世纪七
十年代初期，连续大旱，收成几无，群众生活十
分困难。当时的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司令
员视察会宁、靖远后，立即向中央打报告，要求
为靖远、会宁兴建一处电力提灌工程，以改变当
地的农业生产面貌。于是，以工代赈的靖会电灌
工程于 1971年 11月上马，于 1972年上水，但灌
溉效益不能很好地发挥。1983年“两西”建设以
来，将靖会工程列入重点改造项目。1983 年至
1993年，“两西”投资 4001.6万元，外援 715万

扶贫开发和水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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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不但对靖会工程予以扩建更新，还兴建了白
草塬平田整地配套工程，甘沟二期上水工程，关
川扩建工程，以及三场原电灌工程。2002年 5月，
靖会工程黄河水输入会宁县城，并承担给新堡子、
甘沟驿两大人饮工程供水。目前控制灌溉面积达
28.7万亩，彻底改变了灌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被
誉为靖会两县人民的救命工程和致富工程。靖远
境内的刘川电灌工程开工于 1975年 3月，由于是
民办公助，进展缓慢。1983年列入“两西”建设
项目，1984年得到了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援助，大
大加快了工程建设速度，1989年全面完工。总投
资 2540.2万元，其中外援 825万元。设计灌溉面
积 7.5万亩，已发展有效灌溉面积 6.4万亩。兴堡
子川电灌工程（以下简称兴电工程），1976年 8月
开始筹建，由于资金得不到落实，一直到 1984年
10月才得以通水。1991年工程全面达标，原设计
灌溉面积 15万亩，实际灌溉面积 16.4万亩。兴电
工程的建成，使平川区和靖远北部 4个乡镇的面
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抓好大型水利扶贫工程的同时，抓好人饮
工程。白银市绝大部分属于干旱地区，2002年至
2007年部分干旱山区连续五年没有一场有效降雨，
水窖无蓄，农作物 100％受灾，出现了饮无水、食
无粮、畜无草、燃无料、来年无生产资料的危急

扶贫开发和水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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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群众生存遇到严重威胁。“两西”①扶贫期
间，全市干旱山区开展了著名的“121”雨水集流
工程，共建成水窖 18.69万眼，干旱地区户均 1.7
眼，建成涝池 2386 座，建成各类人畜饮水工程
267处，累计解决了 35.5万人、54万头牲畜饮水
困难。会宁县人畜饮水面最大，是人饮工程建设
的重点。先后建成了 35座人饮工程。其中四房吴
人饮工程投资 136 万元，建泵站 3 处，提水高程
240米，1989年开工，1992年建成，解决了 1.3万
人、1.5万头牲畜饮水困难；新庄塬人饮工程投资
90万元，建泵站 3级，提水高程 540米，1989年
开工，1991年竣工，解决了 1.04万人、1.6万头牲
畜饮水困难；草滩乡人饮工程投资 85万元，建泵
站 3处，提水高程 130米，1991开工，1993年建
成，解决了 0.8万人、0.7万头牲畜吃水问题；刘
家寨子乡人饮工程投资 71万元，建泵站 2处，提
水高程 140米，1989年开工，1991年建成，解决
了 1.1万人，1.3万头牲畜吃水问题；河畔乡李家

扶贫开发和水电工程

①1982年 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三西”地区（以甘肃定西
为主的中部干旱地区、河西地区和宁夏西海固地区） 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因此，从 1983 年开始，甘肃省中部地区以安定、会宁、靖远、通渭为
代表的 20 个县区，和河西地区以民勤、古浪、天祝等 19 个县区，被纳入
甘肃“两西”建设范围。
甘肃省委按照“有水走水路，无水走旱路，水路旱路都不通另找出路”

的工作思路，开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农业建设和区域性扶贫开发
工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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塬人饮工程，投资 62 万元，提水高程 110 米，
1992年开工，1993年竣工，解决了 0.6万人，0.5
万头牲畜吃水困难。分布在靖远的曹若人饮工程，
总投资 162万元，建泵站 4处，提水高程 780米，
1989年开工，1993年告竣，解决了曹岘、若笠两
个乡 1.5万人，1.7万头牲畜饮水问题。分布在平
川的有种田复兴人饮工程，总投资 162万元，建泵
站 1级，提水高程 86米，1989年开工，1992投入
使用，解决了种田、复兴两个乡 1.5万人，1.7万
牲畜的饮水问题。通过以上工程的建设，使各县
区缺水面积较大地区得到了初步解决，深受当地
群众的赞誉。政府针对干旱少雨，人畜饮水困难
的局面，把人饮问题真正列入重要议事日程，领
导重视，各方配合，全面规划，突出重点，分类
实施，并从物力、人力、财力上全力支持，加快了
人饮工程建设的步伐，注重因地制宜，广开水源，
采取“引、蓄、提、改、集”相结合的措施，取得
良好的效果；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多渠道、多层
次筹集资金，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虽然上述种
种措施行之有效，但就大面积干旱地区而言，在
没有水源的情况下，如何蓄积好雨水，仍然是解
决人饮问题的重要途径。打水窖是人民群众创造
的蓄水措施之一，而场地渗水，小雨难以蓄积。
近年试行推广的雨水集流场，蓄水效果明显。

白银市扶贫开发在大抓水路的同时，坚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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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腿走路的方针，在旱作农业方面大做文章。众
所周知，白银市地处甘肃中部干旱地区，除沿河
和提灌地区有一小部分水地外，大部分是干旱地
区，也是全市主要的贫困地带。农业生产上存在
的主要问题，一是不稳定；由于自然条件差，生
产力低下，粮食产量低而不稳，农村经济薄弱，
相当一部分农民至今尚未解决温饱问题。二是不
平衡；年降雨量普遍偏少，地区之间存在很大差
异，且大部分地区降雨量集中在 7、8、9三个月。
即使在同样雨水的情况下，由于土壤，耕作等多
种因素，亩产差距也较大。三是科学种田水平不
同，效益也各有差异。农业的发展最重要的是挖
掘自身潜力，也就是说依靠科技进步，发挥优势
所在，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
“两西”扶贫期间，白银市在旱作农业方面重点抓
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充分利用农产品优质资源，
已初步显示出商品性生产的产品有豌豆、扁豆、
莜麦、荞麦等发展前景广阔的小杂粮和大板黑瓜
子、小口红枣、哈思梨、枇杷，以及小尾寒羊、滩
羊及裘皮、发菜等。二是土地资源丰富，开发利
用潜力大。近年来坚持兴修“三田”，努力改变生
产条件。推广科学施肥和地膜栽培技术，提高单
位面积产量。在继承传统经验的基础上，坚持以
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变生产条件为中心，以科
技为先导，以增加投入为动力，大力推广农业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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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技术，增加林牧业比重，使传统旱作农业与现
代科学技术有机结合，创出了一条以农为主，农
林牧结合，综合治理，多渠道脱贫的路子，主要
在兴建水平梯田，修筑沟坝地、铺压砂田、治理
小流域等方面予以引导，加大投入，进行扶贫，
取得良好效果。

在走好水旱路的同时，对一些不适应人类生
存地区的农户进行移民，另辟天地，另谋出路。
白银市的移民工作自 1983年拉开序幕，至今仍在
进行中。这一举措，是扶贫措施中的成功之举，
也是效果最突出，前景最广阔的一条路子。随着
“两西”建设的持续开展，白银市相继建成一批引
黄工程，新灌区的开发为大规模移民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在移民过程中，各级政府明确指导思想，
讲求移民实效；改变思想观念，坚定移民信心；
实行优惠政策，创造移民条件，加强组织领导，
精心组织实施，使白银市移民安置工作取得了很
大成绩。据统计，“两西”扶贫的前十年，全市完
成移民任务 15.5823万人，其中市外移民 5400人。
等于搬迁了一个中等县的人口。

在白银市“五个一批”扶贫措施中，“乡镇企
业带一批”也发挥了不可替代作用。随着农村改
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白银市乡镇企业有了长足的
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两西”扶贫期
间，全市发展乡镇企业 3674个，从业人员 8万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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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占全市农村总劳动力的 20%以上。乡镇企业
总产值达到 10亿元以上。

输出劳务是开发劳动力资源、增加农民收入
的一项重要措施。对生产条件差，经济条件薄弱
的特困地区来说，输出劳动力则是走出困境、另
谋出路的重要路子。“输出一人、温饱全家”。劳
务输出不但直接挣钱脱贫，更重要的是这些输出
人员在发达地区打工，观念更新了，才干增长了，
学会了开发当地资源的技术，成为开发致富的带
头人。

1982年 12月，国务院成立“三西”地区农业
建设领导小组，同年，甘肃省相应成立了甘肃
“两西”农业建设指挥部。自此，白银市各级党委、
政府认真落实贯彻国家“三西”及省“两西”建设
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安排部署，用好用活“两
西”投放资金，兴修水利、建设“三田”、治理小
流域、发展农林牧业、开发资源、兴办企业、推广
科技、开发智力。使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得到很大
改善，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大大增强，人们的精神
状态和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自 1983年，国家拨给白银市“三西”扶贫专
项资金 25554.5万元 （不含景电二期投资），其中
农业投资 803.9万元；林业投资 967.7万元；畜牧
业投资 771.6万元；水利投资 13996.3万元；人饮
及小水电投资 886.9万元；三田建设投资 1388.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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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小流域治理投资 47.6 万元；农村能源投资
644.2万元；移民安置投资 1976.0万元；乡镇企业
投资 2700.8万元；农田建设 930.5万元；智力开发
投资 396.3万元；其他投资 34.8万元。这些专项资
金和其他渠道的资金，卓有成效地加快了农业基
础建设和脱贫致富的步伐。

（万全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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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电工程是位于甘肃省
河西走廊东端的大型高扬程提

水灌溉工程。灌区南起景泰五佛，北接腾格里沙
漠，年平均降水量仅 186毫米，该地区年平均水面
蒸发量则高达 3330毫米，且多风沙，自然条件很
差。

工程设计提水量为 28.6立方米/秒，计划灌溉
景泰、古浪两县约 80万亩土地。工程分两期进行。
第一期于 1969年动工、1974年建成，灌溉景泰县
土地 30万亩。景电工程系由黄河左岸提水 10.6立
方米/秒，分 11级提水，共建泵站 13座，安装机
组 104 台，装机容量 6.7 万千瓦，安装压力管道
17.1公里。最大提水高度 445米。年耗电量 1.8亿
千瓦/小时。干、支渠总长 177公里，斗、农渠总
长 2600公里，干、支渠均采取混凝土衬砌。

灌区灌溉面积已达设计要求。管理上实行
“以亩定量，按方配水，配水到斗 （渠），计量收
费”，灌溉成本逐年下降。农田平均净灌溉定额
288立方米/亩，渠系水有效利用系数达 0.66，能源
单耗约 4千瓦/小时。工程从 1972年开始部分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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