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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铜川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仇俊德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兴水利、除水害，事关人类生存、经济发展、社
会进步，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正当我们认真贯彻落实２０１１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加
快水利改革发展，全面掀起新一轮水利建设高潮的重要历史时刻，《铜川市水利志》经过两
年多的努力，即将正式出版。这是全市水利史上值得庆幸的一件大事。

铜川，古名同官。在原始先民们创造了仰韶、龙山等民族文化的这块土地上，历代百
姓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双手，兴水利、除水害，与水旱灾害进行不懈的斗争，不断改善
着自己的生存环境。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
兴水治旱、防洪保安、治山治水运动；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
的。截至２０１０年底，境内已建成水库３３座（其中，中型水库４座、小型水库２９座），引水工
程８７处，抽水站２７２处，机电井３３９眼，各类人饮供水工程５２０处。全市已建成基本农田

８６．６５万亩，发展农田灌溉面积２１．４５万亩，发展节水灌溉面积２２．５８万亩；治理水土流失
面积２０２８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５２．２５％，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５９．１％；解决了农村

３９．７８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６８％。全市主要河流的防洪能力有
了很大提高。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城乡生产和人民生活用水得到了
有效保证，水资源开发利用效率有了明显提高，水利工作为铜川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
有效的支撑和保障，其功至伟，不可不书。

盛世修志，鉴古知今。铜川水利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引水到蓄水，由单纯的
农田灌溉到防洪、抗旱、供水、水土保持等综合治理、综合利用的曲折历程；有许多成功的
经验和做法，也有一些失误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１９８９年，在全国第一轮修志过程中，我
们编修了铜川第一部水利志。２００９年，全国第二轮修志工作启动，我们又组成了新的修编
机构，在前志的基础上重修水利志。这次修编，对大量历史资料进行搜集与系统整理，以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史实为依据，详尽而客观地记述了我市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间的各项水利工作所做出的有益探索和经验。新修的志书涉及自然环境、

水利工程、抗旱防汛、水土保持、城乡供水、水产渔业、行业管理、行业改革、水利科技、水利
文化、机构人员、治水人物等，门类齐全，内容丰富，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体例
规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水利专业特点。不仅有利于人们掌握我市水旱灾害的规律，

了解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总结历史经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为确定今后水利建设目标、

制定水利建设规划，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水
利工作者提供了一本可资考证的专业志书。

早在１９４３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改革开放至上世纪末，国家
明确提出：水利是“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进入新世纪，党中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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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俱进地提出：“水资源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２０１１年，中央的一号
文件明确指出，水利是现代农业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
撑，是生态环境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基础性和战略性。党和国家针
对新形势下水利对社会全局的影响，把水利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地位。市委、市政府
结合我市实际，今年也出台了《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意见》，水利建设迎来了新的春
天。我相信，该志书的出版，必将以其“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在推动我市水利改革发
展、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修志难，修编水利专业志更难。由于我市行政区划历经多次变更，资料少，搜集难度
大。但参与修编人员不畏困难，觅历史资料于史籍烟海，取现实资料于千卷档案，精心编
撰，数易其稿，付出了艰苦而辛勤的劳动。省、市、区县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对志书的修编
给予了大力支持，水利行业的老领导、老专家、老同志非常关心志书的修编，提供了大量的
宝贵资料和信息，共同促使了志书修编工作的顺利完成。在此，谨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和衷心的感谢！

在志书出版之际，谨以此为序，并寄语全市水利人，发扬“献身、负责、求实”的行业精
神，用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实绩，续写铜川水利的新篇章。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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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尊重历史原貌，客观翔实地
记述历史事实，按照略古详今、略远详近的原则，力求体现专业和地方特色，达到思想
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志书体裁由述、志、记、传、图、表、录组成，以志为主。

三、志书采用平列分目体，依照以类系事、横排门类、纵写事实的方法，按章、

节、目、子目层次编写。全志分卷首、主体、卷末３部分。卷首为图照、序、目录及概
述、大事记；主体包括１２章４７节１３７目；卷末为附录、索引、后记。图、表穿插于志
之中。图、表按章编号，图号左起依次为章序、图号；表左起依次为章序、节序、表
号。

四、本志书在１９８９年编纂的 《铜川市水利志》基础上重修，时间上限追溯至事物
发端，下限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因辖区变化较大，为了资料完整，涉及域外的个别事
项适当录入辖区外相关资料。铜川建市后划入的区、县以前资料，简录其主要部分。

五、志书地名、机关、社会团体和基层行政组织名称，一般使用事发当时的名称，

括注今名或原名。首次出现为全称，括注简称或俗称；之后使用简称，不再括注。

六、志书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人物传、事略排列以生年月先后为序。

七、志书采用资料以各级档案资料为主，亦有经过考证和鉴别的口碑资料。录入的
史书和其他著作资料，均注明出处。

八、志书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文风力求严谨、朴实、简洁、流畅。编写技术按照
《陕西省第二轮三级志书行文规范》执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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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铜川市地处陕西省关中平原与陕北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东、东南与渭南市相连，

西、西南与咸阳市接壤，北与延安市毗邻，介于东经１０８°３５′～１０９°２９′、北纬３４°４８′～
３５°３５′之间，南北最长８４．０２５公里，东西最宽８０．９７公里，总面积３８８２平方公里，占
全省总面积的１．９％。下辖宜君县及王益区、印台区、耀州区３个市辖区及新区 （省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人口８５．４３万人，其中农业人口４３．９万人。

铜川历史悠久。早在六七千年前，先民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北魏太平真君七年
（４４６）首置铜官县于王益区高坪村。北周武帝建德元年 （５７２）改名同官县，迁县治于
今印台区城关，历经唐、宋、元、明、清未变。中华民国 （以下简称 “民国”）三十五
年 （１９４６）改名铜川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以下简称 “新中国成立”），随着铜川
煤炭、建材工业的兴起，１９５８年升级为省辖市。１９８０年和１９８３年，先后将耀县 （今耀
州区）、宜君县划归铜川市辖，始成今日辖域。铜川市依能源、建材工业而兴。改革开
放以来，铜川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已成为渭北高原上的一座现代化工业城市。

铜川境内山、塬、川、梁交错，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境内河流系石川河和北洛河
两大水系，０．５公里以上沟道４７７０条，称之为河者数十条，以漆、沮二河最大。漆、沮
二河于今耀州区城南汇流为石川河，两河纵贯全市南北，流域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

５７．６％。洛河沿东北边界而过，境内的五里镇河、青河、红土河、阿庄河等均为其二、

三级支流。由于辖区处于支流源头地带，水量小，河床均在狭谷深沟，很难利用。辖区
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仅５８９．２毫米，且季节分布不均，５５％左右多
集中在７～９月份３个月，形成冬春易旱、夏秋易涝，多干旱、洪水灾害的气候特点。辖
区７６％的耕地为坡地，集中降雨或阵性大雨易使水土流失。农田灌溉条件差，人畜饮水
难，水土流失严重，水、旱灾害频繁，是制约铜川水利发展乃至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
困难和问题。

一

铜川自秦汉以来，有记载的旱灾９３次 （其中造成严重饥馑的３４次），大水灾３８次。

方志中，“人相食”、“饿殍遍野”之词屡见不鲜。兴修水利最早的是唐神龙元年 （７０５），

雍州司士参军强循于耀州城南开强公渠，引沮水灌田。明代，于永乐四年 （１４０６）开通
城渠，成化七年 （１４７１）开漆水和退滩二渠。清代到民国期间，开渠引诸水灌川道田地
才普及开来，先后开凿了同光渠、河东渠、利济渠、农化渠、民主渠、公益渠、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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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汉井渠等；到民国三十一年 （１９４２），“耀县已有渠道２３条，可灌地四千余亩”。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市自流引水可浇地６２６７亩，仅占全市耕地面积的０．３％左右。

这些渠道均是利用河床自然落差的无坝引水工程，水量小，渠道短，每条渠道灌地都在

５００亩以下，少则仅３０亩，且常因河水冬春涸、夏秋涨而频繁倒岸为害，不能久为利
用。水利工程，除沿河少数小型水磨、人工辘轳提水浇灌小片田地和少量的沟道谷坊
外，其他几乎是一片空白。广大的山区、塬区主要是靠天吃饭。山、塬区农村饮水全靠
自然降水和山泉，距水源远者更是备受艰辛。民间相传，有一年百日大旱，黄堡大涝池
村民无水。一农夫往返２０多里担回一担水，进门时失足跌倒，将水倾倒净尽。农夫万
分懊恼，竟悬梁自缢。铜川自古是 “西通甘 （肃）宁 （夏），北达内蒙古的襟喉要地”。

历代战乱和灾荒，使原本丛蔚的山林不断遭到破坏，水土流失日渐加剧。清末人孙川过
金锁关，留下了 “车马到门无客问，荆榛满路任人过。荒村日冷鸡声晚，古穴风腥虎迹
多”的诗句。此种情景，一直延续到民国末年。

二

新中国成立后，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铜川的水利、水保建设取得了前所未
有的巨大成就。截至２０１０年年底，全市兴建水利工程７２３处，发展灌溉面积２８．６５万
亩；兴建人饮工程５２０余处，４４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困难得以或基本得到解决，３９．７８万
农村人口用上了干净安全的自来水；５２．２５％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有效治理。城市供水
困难问题也得到缓解，城乡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６０年来，铜川水利水保事业的
发展，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有起有伏，有得有失，几次群众性的大兴水利运动成绩
斐然。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废待兴，人民群众大兴水利，发展农业生产，

改变贫困面貌的积极性空前高涨。１９５１年，今金锁关镇何家坊村村长南北兴，率先组织
互助组，开展修田平地，被选为省、县劳动模范。翌年，他提出 “粮食要增产，坡地变
梯田”的奋斗目标，经验在全县推广。铜川人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修田平地运动。据１９５６
年统计，全市新修水平梯田、水平埝地０．４万亩，占当时耕地面积的０．３％。水利建设
主要是恢复、改造旧有水利工程，新建工程以小型为主，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１９５３～
１９５７年，在关中水利工作队的帮助下，先后修成了柳顺渠、高崖底渠、西村渠、漆水
渠、跃进渠，使有效灌溉面积扩大到１９　８６４亩，比１９４９年增加了两倍。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和６０年代，以农业合作化和 “大跃进”为特征，按照 “整修与
兴建并重”和 “三主”（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的方针，铜川掀起了以建库
修塘、打坝修地为主要内容的第一次群众性水利建设热潮，福地、马杓沟、前咀子水库
动工修建。以社、大队组成大兵团，靠镢挖、人担、手推车推，一座山或一道梁 （塬）

集中连片治理，开展大规模的修田平地运动。１９６５年，福地、马杓沟水库相继建成，全
市 “四田”面积达到４．７４万亩，比１９５６年增加了１１倍。同时，沿沟坡路边打水窑窖万
余眼。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北方农业会议后，全国掀起农业学大寨运动。１９７０年，铜川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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