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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水利志

后，用公元纪年。

十一、本志计量单位以1985年9月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

量法》为准(引文除外)，地面高程采用黄海高程。

十二、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文书、史志、典籍和重要口碑资料，所用资料不

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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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开挖3条沟渠。1729～1738年，杨世达任汤阴知县10年，兴利除害。

对地下水的开发利用，历史更为久远。汤阴县白营龙山文化遗址，发现木

结构水井，距今已有四五千年。《滑县旧志》记载，舜时豢龙氏在滑县之韦城

(今滑县万古乡妹村)开有豢龙井。东周以后，井灌已有文字记载，《说苑》中有

卫国农民用缶从水井里打水浇地的记载。《庄子》中记载，春秋时期，卫、晋地

区出现新式汲水工具桔槔：“凿木为机，后重前轻，引水则俯，舍之则仰；挈水

若抽，数如泱汤。”说明当时这一带已用桔槔提井水灌溉。先秦时期，林县城

关、姚村、临淇一带和部分山区有地下水的地方，劳动人民就已开始凿井挖

水，灌溉农田。唐贞元年间，节度使贾耽在滑县城北濠下，建一水味甜美的八

角井。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重修佛堂碑》记载，林县泽下乡(今五龙镇)的

唐家岗村有一眼古井，是唐代建筑大佛堂时挖掘而成，水甜而无锈。在丘陵山

区的茶店乡曹家井村、翟二井村，东姚镇的南窑村，小店乡(今桂林镇)的三井

村，采桑镇的棋梧村，东岗镇的东芦寨村，任村镇的任村和城郊乡的西街村等

地，至今仍保留有古代水井，井壁完好，涌水丰富。安阳老城南关有一眼古井，

白石凿成环形井口，青砖砌就瓮形井壁，井水清洌甘甜，堪数全城第一。3 ooo

年间，勤劳勇敢的安阳人民抗洪水，战旱魔，建渠挖井，发展农业生产，为水利

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o

从古至今，水旱灾害频繁。新中国成立前，“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

灾”，没有水库，仅有少量土砖井和年久失修的古渠道，农业产量低而不稳。新

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素有兴修水利光荣传统的安阳人，改造自

然，重新安排河山，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新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贯彻“防止水患，兴

修水利”的方针，根据不同情况与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并发展防洪、灌

溉、排水、水力、治理河道、兴建运河、水土保持等水利事业。安阳地区党和政

府组织广大群众对境内卫河、洹河等主要河道进行清淤整修，堤防加高加厚，

挖排水沟，建围村堰，提高防洪除涝能力。对万金、幸福、珠泉等老灌区进行恢

复与改善，鼓励群众打井抗旱，扩大灌溉面积。滑县建立水利推进社，召开打

井会，贯彻爱国丰产防旱减灾方针。一个春天就打井2 060眼，下泉147眼。开

挖贾公河，疏浚金堤河、柳青河和瓦岗河。林县仅用两年时间，修小型水渠

3条，支渠20条，打水井1 594眼，打旱井1 758眼，挖山泉75处，安装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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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15部，解决了184个村的吃水困难，扩大水浇地面积6 450亩。汤阴县整修

汤河下游堤防险工险段，开挖赵王沟。内黄县开挖沙河和杏园沟排水工程o

1955年，安阳地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围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

产运动，因地制宜地开展多种多样的农村水利建设。安阳县在“让高山低头，

河水让路”的口号下，掀起“百库千渠万眼井”运动。内黄县形成打井高潮，一

个冬天就打井4 567眼。为此，《河南日报》发表社论向全省推广内黄县打井经

验。在洹河两岸新建电动提水站13处，使38 300亩耕地改人畜力提水为机械

提水，结束了辘轳浇地的历史。

1958年，全民“大跃进”，安阳水利建设空前高涨，在西部山区地区，大修

水库、堰坝、蓄水保土工程。汤阴县的琵琶寺、汤河水库，安阳县的张二庄、彰

武、双全水库，林县的弓上、南谷洞水库等中型水库先后动工兴建。市郊区龙

泉、北河、楼庄、串村水库和安阳县靳家屯等10多个小型水库，当年施工，当年

见效。安阳县开挖洹南渠、五八渠，林县动工兴建淇南渠、淇北渠、英雄渠。在安

阳西部山丘区，水土保持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林县庵子沟村群众采取山坡挖鱼

鳞坑、防洪沟等控制水土流失的办法，达到一次降雨200毫米水土不下山，沟

底水井水位增高12米，45亩梯田变成水浇地，粮食亩产比上年增产两倍多。

1958年，林县开展“一千庵子沟”运动，同年9月，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奖给

林县一面锦旗上写着：“发扬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大搞技术革命，多快好

省地完成治山治水任务。”一个学大寨、赶林县、大办水利的运动在安阳地区声

势浩大地展开。在东部平原区以管为主，引黄灌溉，大搞沙网化建设，造成地下

水位上升、土地盐碱化。后来被迫停灌，挖沟排水，恢复自然流势。

20世纪60年代，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指导下，及时总结经

验和教训，提出安阳水利建设新思路。1960年，林县人民发出“重新安排林县

河山”的豪言壮语，红旗渠上马了。在林县县委和政府的组织领导下，数以万

计的干部群众进驻太行山，天作房，山为床，削平山头，穿山打洞，在口粮紧

缺、物资匮乏的艰苦环境下，经过10年苦干，不仅建成一个有效灌溉面积54

万亩，挂在太行山腰的能灌、能排，工、农、人、畜、电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体

系，而且造就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

为了解决山丘区缺水困难，安阳县人民早有“引漳人安”的夙愿。1969年

元月，安阳县水利战线广大干部群众，投入修建跃进渠的战斗。经过10年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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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艰苦创业，完成了主体工程，全长147公里，于渠开凿隧洞149个，建桥、

闸、渡槽等各种建筑物572座，其中大型现代化渡槽17座，总工程量1 008万

立方米，投工3 818万个，总投资5 300万元，有效灌溉面积30．5万亩。

安阳人民在水利建设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有212人为

水利事业而献身。1960年初，青年技术员吴祖太参与红旗渠工程设计，他深入

洞内察看险情，不幸洞顶坍塌，夺去了他年仅27岁的生命。共产党员魏三然、

魏秀花父女俩，投身红旗渠建设工地，开山凿洞，带头实干。魏三然在紧张的

施工中患了癌症，他病危时对子女们说：“我没完成开凿风门隧洞的任务，你

们与群众继续干，打通隧洞，引水入林。”魏秀花牢记父亲的嘱托，夜以继日地

战斗在69米深的12号竖井里，后因罐车发生故障，不幸以身殉职，年仅23

岁。英雄炮手张玉生，在跃进渠施工中，先后放过数百眼大炮，工作危险，他敢

去闯“阎王殿”，因成绩卓著，曾出席过省、地、市、县生产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后来在一次除险时被挤卡在大石裂缝间，而献出宝贵的生命。汤阴县挖掘引

淇入琵涵洞时，有23位民工因塌方而献身。民工洪振海牺牲后，他的父亲说：

“振海牺牲了，还有他弟弟振江，兴水利就得像愚公那样，儿子孙子齐上阵，代

代接着干。”次日洪振江便踏着哥哥的足迹，挥动着哥哥用过的钢钎，投入隧

道工程。安阳水利人始终坚持红旗渠精神，使水利建设不断跨上新台阶。

四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水利事业的发展面临

新的机遇和挑战。1987年，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关于增加水利投入的意见》

和《关于农村水利劳动积累工管理使用的试行意见》，实行多渠道投入，完善

配套现有水利设施，修建一批新的骨干工程。安阳市以法治水，加强管理，提

高经济效益，兴办水利服务实体，开发水利综合经济，实施产权制度改革，全

面推进安阳市水利建设的健康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十年九旱，地下水严重超采，漏斗区迅速扩大，水源

紧缺。安阳市总结历史教训，结合新情况，引黄补源水利工程先后在滑县、内

黄县启动，引漳解决城市供水，兴建第五水厂引水工程。为将农业灌溉从大水

漫灌模式中解脱出来，大力推广节水灌溉，加强田园化建设，从硬化渠道，地

埋软管、硬管到推广低压管道输水和渠道防渗新技术，发展喷灌、滴灌、微灌

技术。2002年，节水灌溉面积达到317．01万亩，其中喷灌面积28．41万亩，微

灌、低压管灌、渠道防渗面积204．21万亩，其他面积84．39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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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28年。

东汉(公元25～220年)

元初二年(公元115年)，安帝下诏修建西门渠，“分漳水为陡流，以灌民

田”。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塌淇水东流入白沟。后又引汤水、洹水。建

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再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漕运，名日“利漕渠”。

建安十八年，曹操“蝎漳水回流东注，大修渠堰，改称天井堰。作十二蹬，

蹬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一源分为十二流，皆悬水门。水所灌处名晏泽

陂”，“又引漳水自城西东人，迳铜雀台下伏流人城，东注长明沟”。

西晋(公元265～317年)

咸宁二年(公元276年)，春夏大旱，秋大水。七月癸亥日，河南魏郡(今安

阳一带)暴水，死百余人。

东晋十六国(公元317。420年)

晋穆帝永和五年(公元349年)甲午，邺城暴风大作，雷、电、雨、雹交加，

太武殿、晖华殿发生火灾，引及诸门观阁，帝乘御服尽行被烧，火月余始息。

永和八年(公元352年)大旱，大饥，人相食。

太元十年(公元385年)，陕、豫、冀南一带均大旱。四月，邺中饥甚，多奔

山中，幽冀人相食。

南北朝(公元420。589年)

北魏延兴三年(公元473年)，大旱，豫北尤甚，相州(安阳)饥死者2 845

人。

北魏正光二年(公元521年)，三月大雪，平地3尺。

东魏天平二年(公元535年)，开天平渠，引漳河水，灌溉安阳城北大部农

田。

隋(公元581—61 8年)

炀帝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正月，征发河北诸郡男女100多万人，循白

沟故道开永济渠(今卫河，也称御河)，南通黄河，北达涿郡(今北京)。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秋，内黄大水，死人将半。

唐(公元61 8—907年)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特大旱。

咸亨三年(公元672年)，相州刺史李景修高平渠。于安阳城西30里·，自

01里一0．5公里，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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