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4053

黄河三峡移民

黄河三峡移民志编纂委员会

兰州大学出版社

． I▲
●▲

J断



黄河三峡移民

黄河i峡移民志编纂委员会

、皇州人学m版社

。 I^
．．JL▲

·断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黄河三峡移民志／永靖县县志办编纂．一兰州：兰州
大学出版社，2005．11
ISBN 7—311—02697—0

I．黄⋯ Ⅱ．永⋯ Ⅲ．三峡工程一水库移民一概
况 Ⅳ．D63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35027号



临夏州《黄河三峡移民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程正明

副主任 马得成 赵树德 何得隆 吴家白 鲁逢旭

永靖县《黄河三峡移民志》编纂委员会

第一届

主任郭玉虎

副主任 王正君 孔德平

委 员 祁华新 李国辉 石林生 祁国润

孔义才 李立雄孔祥锋 李廷强

第二届

主 任 王正君

副主任 王建华 李生发 李国辉 康建才

委 员 常全光 宗玉良 柳玉珍 党志龙

罗发云 马增良 司培武 孔祥锋

孔令东 刘尚彪 张生伟 康万邦

姚景才 崔正仓 李育才

总策划 何得隆

策划 何中善



临夏州《黄河三峡移民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程正明

副主任 马得成 赵树德 何得隆 吴家白 鲁逢旭

永靖县《黄河三峡移民志》编纂委员会

第一届

主任郭玉虎

副主任 王正君 孔德平

委 员 祁华新 李国辉 石林生 祁国润

孔义才 李立雄孔祥锋 李廷强

第二届

主 任 王正君

副主任 王建华 李生发 李国辉 康建才

委 员 常全光 宗玉良 柳玉珍 党志龙

罗发云 马增良 司培武 孔祥锋

孔令东 刘尚彪 张生伟 康万邦

姚景才 崔正仓 李育才

总策划 何得隆

策划 何中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总 纂

主 编

编 辑

摄影

校 对

《黄河三峡移民志》编纂人员

郭山吉(副编审)

常全光

祁国润 何振国 石林生 何中善 党仁友

史有东 王金云

陈树几姚世兰 沈文学

资料收集(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明成 马文香 马庆华 马雪梅 马富强 王天云

王晓琴 孔华兰 石林生 石海云 关润芳 刘电能

刘丁龙 刘世菊 祁国润 李廷强 李志杰 李永甫

李宝玉 何卫东 何中善 何延才 何振国 陈 龙

陈光旭 陈树儿 沈效英 杨永礼 杨春文 杨淑萍

尚梅芳 张心贤 张全来 张学功 张学霞 张学义

张永诚 张彩虹 易国仁 胡开军 胡克义 郭山吉

郭春梅 唐学武 唐秀兰 唐致宏 党仁友 党正霞

党占国 常全光 董克义 董崇德 韩文霞 焦玉兰

焦玉荣程玉贤

部分编篆人员合影



序

《黄河三峡移民志》历经六个年头，虽属难产，但终于和读者见面了，我们深

感欣慰，实在可喜可贺。j o、’

r-滔滔黄河，九曲十八弯，下青藏高原，出积石雄关，人临夏回族自治州境，经

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临夏县、东乡族自治县、穿越永靖县境入兰

州，境内流程107公里。在这里，母亲河以她狂放不羁的性格，左冲右突，将积石

山余脉切割成炳灵峡、刘家峡、盐锅峡三大峡谷。黄河及其支流交汇地带和河床

两岸形成了碱土川、喇嘛川、白塔寺川、永靖后川、西河川等川谷地带，土地肥沃，

一碧万顷，灌溉便利，物产丰富，素以“鱼米之乡"著称。黄河孕育了华夏文明，黄

河三峡地处古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的要冲，境内古今文化交相辉映，旅游景点星

罗棋布。黄河在迢迢万里的行程中，挟带了大量泥沙，冲积成黄河三角洲等数不

清的平原，沃野千里；同时数度改道，水患连连，沃野田畴顿成泽国，给人民生命

财产带来严重损失。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做出重大决策，拦洪蓄水，保持水

土，变水害为水利，开始了根治黄河的伟大历史进程。刘家峡、盐锅峡、／＼盘峡三

大水库的建成，集发电、防洪、防凌、灌溉、养殖、航运、旅游综合效益于一身，为祖

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使永靖县成为新中国水电事业的摇篮和基地。

诚如原国务委员陈俊生所言，在一个县建三大水电站，在全国少有。上世纪

50年代末，随着刘、盐√＼三大水电站的相继开工建设，淹没良田11．8万亩，砍

伐树木115万株，并在这里集中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移民，先后在临夏州境内安置

移民4．4万余人，拆迁房屋13万间，淹没原永靖县城莲花堡。广大移民舍小家、

为大家，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家园，义无反顾地走向既干旱又陌生的山塬(台)地

区，开始了又一个艰苦创业的历程。黄河三峡广大移民，为国家建设做出了无私

奉献。安置区群众发扬团结友爱精神，顾大局，识大体，支援移民收获庄稼，帮助

搬迁，让房暂住，划地耕种。与全国其他库区移民特别是长江三峡库区移民不同

的是，刘、盐、／＼三大库区移民，正处在“大跃进修、“三年困难”和“文革"动乱的特

殊年代。规划不周，工作粗糙，命令主义，过分强调国家利益，补偿标准过低，使

移民元气大伤，遗留了许多问题。就近就地安置，开发塬台造地，土地塌陷，库岸

浸蚀，耕地渐次盐碱化，人多地少，加之水利工程不配套，设施老化，带病运行，引

发了许多新矛盾，带来了许多新问题。新老问题交加，给移民生产生活造成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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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党和政府体恤移民生活，先后给予了一定补偿，新修改造了部分水利工

程，但问题成堆，积重难返。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州、县领导多次向上级汇报

移民问题，引起各方关注，移民工作有了新的转机，一些突出问题得以初步解决，

但一些老大难问题还未从根本上解决，少部分移民还未摆脱贫困。

们

奋

民

为



卷 首 语吞 自 诺

黄河三峡系指黄河上游的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三峡库区移民集中于

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历时18个春秋。数万移民服从国家建设需

要，舍小家、为大家的高度奉献精神，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凯歌。其

情可表，其事可书，奉献精神应予传承发扬。移民的心愿，移民工作者的迫切要

求，移民遗留问题有待继续处理，编纂出版《黄河三峡移民志》已是众望所归。政

协临夏州八届四次会议通过提案，交办政府。州委、州政府体察民意，同意编修

《黄河三峡移民志》，并以州委秘书处文件作了批复。为加强领导，州上成立由州

委书记程正明任主任，马得成、赵树德、何得隆、吴家白、鲁逢旭任副主任，州直有

关部门负责人及永靖、东乡、临夏、积石山县主要领导为委员的编纂委员会，由州

地方志办公室负责实施。2000年12月20日，临夏州召开《黄河三峡移民志》编

纂工作会议，通过《编纂方案》，由州志办组织移民区永靖、临夏、东乡、积石山等

四县通力合作，编纂工作全面启动。 、

编纂《黄河三峡移民志》是一项艰巨而浩繁的文化建设工程。虽为专志，但

涉及面广，量大涵宽。历经五年，一波三折。卷成告竣，约70余万字。“概述"、

“大事记弦置前，经纬分明，一览全书；“人物”、“附录’’辑后，载业绩以扬善，存文辞

以备查。志设20章122节，分上、下两编。上编10章69节，全面记述库区蓄水

前原貌；下编10章53节，系统记述移民搬迁、安置及其后的生产、生活、重建家

园的发展变化和库区建设新貌。

资料是志书的基础，资料收集贯穿于本志编修的始终。州编纂工作会议后，

我们首先拟定了《编目提纲》，作为资料收集的向导。前期资料收集工作紧张有

序地进行，费时近一年。州、县抽调专人，集中精力，各司其职，深入州、县(市)档

案馆及有关部门，下乡走访，收集整理资料400余万字，为本志编纂打下了基础。

临夏县查阅档案2800多卷，手抄50余万字，并开展了移民区摸底调查；积石山

县分组下乡入户，得10余万字；东乡县也征集了部分资料；永靖县收集40余万

字；州志办在做好组织、协调工作的同时，抄录资料近300万字。

2001年11月，州志办牵头在永靖召开协调会议，前期资料收集告一段落，

讨论部署初稿撰写任务。至2002年底，永靖县承担的15章初稿全部告竣。期

间，曾两次对部分初稿进行讨论，由撰稿人继续修改补充；并对《编目提纲》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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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增设“移民遗留问题"等章节。2003年3月，又在永靖召开小型座谈会，就

经费筹措等问题进行商榷。然而，直至此时，除永靖县外其余初稿未写。此后，

因种种原因，《黄河三峡移民志》编修工作陷于停顿。永靖县亦因经费拮据而无

以为继。
’ ’

’

2004年8月间，新任永靖县志办主任常全光，在完成本县《年鉴》之后，听取

各方面意见，特别是原撰稿人对本志半途而废深感焦虑，期盼成书。常全光将情

况向县领导汇报，决心重新组织写作人员，迎难而上，将此志完成。经县上同意，

于8月28日，永靖县志办约请州志办副主任何中善，原州志副编审郭山吉，来县

与撰写人员共同商讨此事。会议商定，由永靖县志办集中写作人员，在已撰写初

稿的基础上，抓紧完成全书初稿；一致提议请郭山吉同志酌定全书框架结构，修

改加工全部志稿，一枝笔总纂定稿。 ?， - ，：
，’

从9月初开始，编纂人员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历史责任感，在办公条件差、

经费不到位的情况下，夜以继日，辛勤耕耘，放弃工休及长假，终于2005年2月

完成全书征求意见稿。期间，对《编目提纲》重新调整。删“体育卫生"、“工商财

务’’2章，增“乡风民俗’’、“方言俗语”2章；对“移民生产"、“移民生活一、“文化艺

术"、“三峡风光，：『中有关节、目作了大的变动，甚至重写“黄河三峡风光"；由原撰

稿人改写并充实了“农业"、“移民搬迁"、“移民安置”、“移民遗留问题”等章节的

内容。为保证志书质量，需补充大量短缺的资料。永靖县志办全力以赴，同编纂

人员一起，收集资料100多万字。编纂人员边收集资料，边编写视稿，边修改加

工，相互穿插，多头并进。书中“大事记一、“人物”和“区域沿革’’、“教育"、“移民搬

迁”、“移民安置"、“移民生产"、“移民生活"、“县城建设"、“水电建设’’、“移民遗留

问题”等9章由祁国润收集整理并撰写；“自然地理”、“农业"、“水利”、“交通运

输”等4章由何振国撰写；“文化艺术”、“文物古迹’’2章由石林生撰写；何中善撰

写了“库区建设"1章；郭山吉在修改加工全部志稿的同时，撰写了“概述”和“乡

风民俗’’、“方言俗语一、“规划实施”、“黄河三峡风光"等4章，并对附录文辞进行

了分类遴选。常全光在经费筹措和组织协调中做了大量工作；何中善在前期资

料收集和组织协调上做出了贡献；负责文字校核的党仁友一丝不苟，对志稿提出

了许多宝贵建议和意见；祁国润自始至终参与本志的编纂，做了许多基础性工

作。 ，’

一

、 ：． ．!，‘ ．，-， ．j’、

总纂于2005年3"-'4月进行。在紧张的两个月中，总纂人郭山吉采纳了各

方面意见，调整结构，删繁就简，纠错补遗；力求全书轮廓清晰，脉络通畅，文字简

洁、通俗，语言生动、流畅，用词准确、明快；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可读性为

一体；突出区域特点、移民特点和时代特色。又一次对全书作了系统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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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在本志编修过程中，得到了省州县市乡各级领导、有关单位、同仁和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与支持。省扶贫办、省库移办、州库移办、州社会劳动保险局、兰州

供电公司永靖分公司等单位给予热情帮助?原省志办领导张克复、县志处处长

陈启生、原省计委粮食协调办主任包文军、省扶贫办纪检组长焦玉兰、省发改委

经济改革处处长王华存给予积极指导；原州人大副主任何得隆经常督促、帮助筹

措经费；原永靖县委书记郭玉虎为本志编纂倾注了大量心血；黄生祥、陈菜才、马

占鹏、史纪录、杨正昌、焦世兴、田正学等诸先生提供了珍贵资料；移民李发海老

先生主动上门，热情参与，将所得资料整理成文和绘制图表约一万字。州县(市)

档案馆、库区移民办、库区绿化总站及相关单位在资料收集中给予诸多方便。值

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敬意和感谢。

尽管我们已竭尽全力，但由于水平和资料所限，遗漏和错误难免，特别是人

物和项目建设因资料缺口很大，遗漏较多，诚望读者谅解，并批评指正。

一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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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以党的十六大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客观真实地记述三大库区范围内自然、社会的历史原貌，移民过程，以及移民区

的建设新貌。

二、本志采用章节体，述、记、传、志、录、图、表并用。除概述、大事记、人物、

附录外，主体按编、章、节、目层次编写。以文为主，图文并茂。

三、本志内容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溯至事物发端，追本求源。下限断

至2003年底。

四、大事记所载内容，以库区建设为主线，重点记述库区建设、移民及移民生

产、生活相关的重大事件。采用编年体记述，个别延续事件采用记事本末体。

五、人物分传记、简介、名表三个层次，基本遵守“生不立传”通例。以移民为

主，对库区贡献大的客籍人士酌情载人。传记、简介、人物以生年为序。

六、文中一般不加注释。除引文外，其余均不注资料来源及出处。为照顾读

者文化层面，和对区域文化的了解，附录诗词，另加作者简介和注释。

七、志内称谓。历史朝代一律沿用通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共和国"。

历史纪年采用当时的通用年号，加注公元年代。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地名、行政建制、官职，均用当时称谓。

八、文中数据，经反复核实，一律以历史资料为准。

九、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除少数古籍保留繁体字外，均用简化字。

十，公元纪年、表示数量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习惯用语、词汇、专

用名称及历史朝代纪年、农历等用汉字表述。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历代纪

年和民国纪年均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

十一、计量单位除引作原文外，一律采用国家规定的公制，如公斤、公尺、公

里等。

十二、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历史文献及各类档案、图书、报刊及有关人士提供

的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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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简称刘、盐、八，下同)三座水库，位于甘肃省临夏回

族自治州北部黄河上游107公里的河段上。三座水库首尾相接，贯穿临夏州辖

永靖县全境，现依次称炳灵湖、太极湖、毛公湖，通称“黄河三峡"。

．。刘、盐、八水库区包括临夏州永靖县、临夏县、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

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及定西地区临洮县、兰州市、青海民和县部分地区。，刘家

峡、盐锅峡水库始建于1958年，八盘峡水库始建于1969年。三座水库总面积

167．1平方公里，总库容64．49亿立方米。库区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

渡地带，库周群峰耸立，沟壑纵横。库区海拔在1578,---2000米之间，属大陆性气

候，年平均气温5．2～8．9℃，年平均降水量250～450毫米，无霜期160～180

天。

黄河，是我国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据多处考古发现，这里早

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并开始农耕；同时境内已出现对偶家庭、财产

私有制和人殉现象。秦代以前为西羌之地。汉属允吾县和金城县。东晋、十六

国分属河州晋兴、金城两郡。西秦永康三年(公元414年)，南凉灭，封南凉王为

左南公，置于左南(白塔寺川)。隋属袍罕郡。唐贞观十一年(637年)于碱土川

置凤林县，仪凤元年(676年)设安乡县。宝应元年(762年)地入吐蕃，凡306年。

宋时分属河州、兰州。元属河州路。明废安乡县，至清代仍分属河州、兰州。民

国初年分属导河县、皋兰县。民国18年(1929年)3月8日，从临夏县和皋兰县

析置永靖县，县治设莲花堡，库区大部分地区属之。

黄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指出：“中国文化发

生，精密言之，并不赖藉黄河自身，它所凭依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每一支流之

两岸和其流进黄河时两水相交的每一个角里，都是古代中国文化之摇篮地。一大

禹“导河白积石"，黄河从积石峡谷汹涌而下，进入三大库区，在这段干流上又有

银川河、大夏河、洮河、湟水等多条支流汇入。经考古发现，在这段黄河及其支流

两岸、支流与黄河交汇地带，古代文化遗存十分丰富。仅1951年至1984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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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三峡地区共查明文物遗址近300处，其中大部分已被水库淹没；未被水库淹

没的还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炳灵寺石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小茨沟，县级文

物保护单位王家坡、马路塬、七十亩山、抚河马家湾等处。在已出土的数万件文

物中，有许多是闻名遐迩的稀世珍品，其中尤以彩陶最为精美，被誉为“彩陶之

乡一。1950年于刘家峡库岸三坪村出土的一件彩陶瓮，便是新石器时期的代表

作。其造型古朴典雅，纹饰富丽流畅，陶质精致细腻，被誉为“彩陶王一，列为国

宝，珍藏于国家历史博物馆，并多次赴国外展出，闻名中外。

黄河三峡，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和唐蕃古道的要冲。早在汉、唐时期，

这里就成为沟通东西交通、横渡黄河的必经之路。汉、唐及以后的各个朝代，在

这里设立的关津渡、烽火台、古城堡星罗棋布，著名的凤林津、哈垴渡、安乡关，都

是黄河三峡的重要关津。特别是盛唐时期，丝绸之路与唐蕃古道“沿途数十里即

设驿站，驿站附近皆列店肆以供商旅"，被刘家峡水库淹没的喳歌集等地，当时已

成为这条线上的重镇，前往炳灵寺石窟朝拜者络绎不绝。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

征伐匈奴，法显西游，隋炀帝西巡，唐三藏印度取经，文成、金成二公主与吐蕃联

姻，都是从这里渡黄河。中国的四大发明，经丝绸之路传入西方；西域和中亚、西

亚等地的特产如芝麻、苜蓿、核桃、葡萄等也沿着丝绸之路传人中原。黄河三峡

在促进东西方各民族文化和经济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j

黄河三峡库区，原系黄河干流及境内支流的河谷地带，如刘家峡库区的喇嘛

川、碱土川、白塔寺川，盐锅峡库区的小川、大川、罗川、未川、白川、半个川、孔家

寺川，八盘峡库区的党家川、西河川、抚河川等，均系原永靖县的精华之地。不仅

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而且土地肥沃，灌溉便利，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素有“鱼米

之乡一、“世外桃源"之美称。早在4000多年以前，这里就开始了农作物种植。

500年前，这里黄河两岸就开渠引水，进行自流灌溉。明嘉靖年间(1522～1566

年)，黄河两岸有了天车，开始提水灌田。到三大水库蓄水前，库区内自流灌溉面

积发展到7．28万亩，水车灌溉1．85万亩，电力提灌3．87万亩。经过黄河儿女

的长期开发，这里早已形成了以农为主，农林并举；种植业以粮食作物为主，粮食

作物与经济作物全面发展的格局。‘库区依山傍水，渠道纵横、果园菜圃，瓜果飘

香。盛产西瓜、甜瓜、籽瓜、桃、杏、梨、红枣等瓜果及烟叶、花椒等。真所谓“前川

的果子后川的枣"、“青枝绿叶的白塔寺川，花果树遮住了蓝天”。位于白塔寺川

的徐马村《村志》对家乡有这样一段绝妙的记述：“阳春三月，成片的桃花李花盛

开，红如彩霞飞翻，白似雪海汹涌。遍地田苗翠绿，碧波万顷，点缀着桃红柳绿，

宛若堆锦簇绣；夹杂着从高树顶上传来的红雀、黄鹂、麻鹩、金丝鸟的悦耳叫声，

真有人在图画仙境中之绝妙美感。"‘、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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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区交通，向来水陆并重。在库区蓄水前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陆路的“脚

户"、水路的筏运，承担着当地民间长、短途交通运输的重任，成为黄河三峡极具

特色的一道靓丽风景线。“脚户’’与筏运，历史悠久，久盛不衰。“脚户"可以追溯

到元代的“斡脱”商队组织，后逐渐演变而成。黄河三峡筏运，则可追溯到汉代，

赵充国经营河湟屯田时，就曾用这种水运工具“转粟湟中"。《后汉书》也记载了

护羌校尉邓训“缝革囊为船’’载兵的情景。“脚户"与筏运，清末民初已发展成为

当地的主要运输力量。“脚户"主要分布在碱土川、喇嘛川、白塔寺川、半个川等

地，最多时有驮畜700多头，长短途货运兼备。近走省内各地，远走陕西、四川、

青海、宁夏。外出驮运本地特产水烟、土盐、红枣、药材等；回程则驮运茶、糖、土

布、纸张等日用品，转手本地商户。筏运有木筏、牛皮筏、羊皮筏。牛皮筏为黄河

干流水上长途运输工具，依装运货物不同，又分粮筏和羊毛筏。每筏由30,--,50

个牛皮胎组联而成，可载20--．,30吨货物。粮筏路途远近不一，羊毛筏多走包头。

木筏主要由林区顺河外运，大夏河、洮河、湟水随时都由木筏顺河而下汇人黄河。

羊皮筏分小筏和大筏。前者“日行千里"，以渡河和短途客货运为主，每筏可乘坐

2---8人不等，是当地群众渡河的主要交通工具，黄河三峡境内随处可见，“波峰

浪谷，忽隐忽现，如箭出弦，倏尔登岸”。羊皮大筏则搞长短途货运，多行驰于黄

河三峡到兰州等地。据1951年统计，黄河三峡库区有牛皮筏42座，羊皮筏320

余张，水手1000余名。

修建刘、盐、八三座水库，是在响应毛主席“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

召，实施“黄河综合治理”的大前提下进行的，是《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

的综合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黄河是我国的第二大河流。但是，长期以来，黄河又是世界上著

名的灾害性河流。它的含沙量在世界各国河流中占第一位，以“善淤、善决、善

徙"而著称。在有历史记载的3000多年中，黄河就泛滥、决口1500多次，重要改

道26次，直接威胁着下游25万平方公里8000多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常常

造成整个村镇甚至整座城市被洪水淹没。黄河流域的水旱灾害、水土流失，同样

使黄河三峡的人民生命财产和生产生活遭受到严重损失。因此，在历史上，广大

人民曾不断同黄河水害作过顽强的斗争。大禹治水的传说，就是我国古代人民

与洪水斗争的英勇精神的最好反映。历代政府对治理黄河水害也曾作过多次努

力，但由于历史的局限，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黄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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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心黄河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视察黄河，研究黄河问题。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

力，在黄河流域进行了多次勘测、调查、钻探，为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提

供了大量可靠的科学数据。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

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吹响了

向黄河大进军的号角。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子恢在规划报告中指出：在黄河

干流和支流上修建一系列的拦河坝和水库，可以拦蓄洪水和泥沙，防止水害；可

以调节水量，发展灌溉和航运；更重要的是可以建设一系列不同规模的水电站，

取得大量的廉价的动力。水库区的居民，本着“一户搬家，保了千家"的美德，也

将按照政府的指示实行迁移，积极帮助这一根治和开发黄河的伟大计划的实现。

据甘肃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调查统计，1958年到1976年，刘、盐、八

三座水库相继修建及运行期间，先后搬迁移民8556户，49390人；淹没土地231．

93平方公里，其中水地99399亩，川I旱地71198亩，园地508．6亩，经济林12176

亩，用材林41630亩；拆迁房屋133873间；淹没渠道182．7公里，水车、水磨等各

种水利设施300余处；淹没公路190．6公里；迁建永靖县城1座，农贸集市3处。

移民安置遵循“就地、就近、上塬(台)、上山"的原则，采取整村、插队和后靠

的安置形式，属于临夏州范围内的库区移民，先后安置在州内4县、38个公社、

131个大队、555个生产队，共安置移民8182户，45338人。这样大规模、大范围

的迁安移民，对临夏州这个干旱贫困、人稠地窄、经济比较落后的多民族地区来

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壮举。为此，党和政府以及移民工作者付出了极大的努

力，广大移民和安置区群众作出了巨大牺牲。

库区移民遵循“边生产、边建设、边安置"的原则，在搬迁安置后，很快投入到

建设新家园的征程中，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成为移民的第一要务。有灌溉条

件的，大搞平田整地；无灌溉条件的，大搞垦荒造田。同时，在国家大力扶持下，

移民投工投劳，大搞水利工程建设，不断扩大灌溉面积。到2001年底，移民区总

耕地达34．82万亩，其中水浇地发展到23．67万亩。近年来，通过农业经济结构

和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到2001年，移民年人均纯收入658．62元，人均占有口

粮260公斤。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刘、盐、八库区移民依托自然地理优势和资源优

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通过国家重点扶持，已在移民区建起永靖县盐锅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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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峡镇、西河乡，临夏县北塬地区，东乡县东塬乡、河滩镇等一批乡镇企业基

地。以建筑、铸造、冶炼、农副产品加工为主，2001年安排移民就业6000多人，

乡镇企业总产值26130万元。

黄河三峡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近年来，旅游业的迅猛发展，为当地经

济注入了新的活力。黄河三峡不仅风光秀丽，而且有着丰富而厚重的文化蕴涵。

宽阔清澈的湖水、峻峭挺拔的群山、狭窄深幽的峡谷、酷似江南的湿地，黄河澎

湃，怪石嶙峋，平湖荡舟，渔歌唱晚，处处景色迷人。这里是大禹治水的源头，鲁

班架桥的“故地”，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渡黄河的要冲。艺术宝库炳灵寺石窟，

“万笏朝天”炳灵石林，为古今中外游客所倾倒。黄河古渡、吧咪森林。诉说着历

史的沧桑。古刹殿宇星罗棋布，古典建筑争奇斗妍。白塔寺、罗家洞、吧咪山、抱

龙山、神树岘，不仅寺庙建筑历史久远，而且都有一段神奇的传说典故，令人陶

醉。这里既有雄浑的险峰峭壁、高原奇观，又有秀丽的小桥流水、江南景色。枣

林连片，芦荡浪翻，荷塘垂钓，静逸可人。高亢的“花儿"，狂欢的秧歌，抒发着大

西北的风俗民情。热情好客的回族、汉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人民，会给游

人带来美好的祝福。黄河三峡的旅游品牌经多家媒体的广泛宣传，已远近闻名，

中外游人慕名而来者络绎不绝。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日臻完善。仅永靖县近三年

内接待游客6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9827万元。

近年来在盐锅峡库区发现的恐龙足印化石群，震惊世界，是迄今为止中外罕

见的地质奇观。自1999年8月初次发现到2003年底，已在2公里范围内发掘

10个恐龙化石点，在736平方米的暴露面上，发现恐龙足印化石270多个，分9

类44组。其中后足印最大的长1．5米，宽1．2米，为世界之最。同时，还发现有

恐龙卧迹、尾部拖痕和粪便等化石。这一发现引起了中外专家及学者的广泛关

注，纷纷前来实地考察。据专家评定，在同一地点发现恐龙足印化石类型之丰

富、种类之多、规模之大、化石保存之完整、清晰度之高以及密集程度，均居世界

之首：恐龙是生活在距今1．7亿年前的著名一类史前生物，它在主宰地球长达

1．6亿年后，突然从地球上消失。它的生存与消失，至今仍是一个神秘的谜。因

此，恐龙足印化石就成为研究恐龙的珍贵资料，具有极高的科研和科普价值。为

了保护这一珍贵的、不可再生的恐龙足印化石群自然景观，政府已批准在这里修

建恐龙国家地质公园。

黄河三峡库区经过多年的建设，移民区生产发展，移民生活逐年提高。通过

库区绿化、道路建设、治沟保塬，生态环境有所改善。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事

业也有显著进步。永靖新的县城建设已初具规模。三大电站已经发挥了明显效

益。截至2001年底，刘、盐、八三座水电站共发电2198亿千瓦时，为陕、甘、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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