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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重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下限为1988

年，建国以前水利工作适当上溯．
’

二、本《志》分10章43节，以类分章，以事立节，“逐层统属．

《概述》、《大事记》未立章而领志收尾。
‘

三、中华人民共和一国成立以前，采用朝代，国号纪年，括洼公

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则以公元纪年。 ．

四、《志》中所云“建国，，前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
～

后．
’．‘

五、引用“建国"前的史料，除口碑素材外，一般采用原貌．

凡涉及机构、官职时，直呼名称，不加褒贬．所有资料未加出处以

节省篇幅． 。

六、除拉林河水位用假设高程外，其余全用黄海高程．

七、计量均以法定计量单位表示．重量用吨、公斤、克；长度

用公里、米、厘米、毫米，面积用亩、公顷．

入、凡《志》中的“现有矽、“现在"等词均指1988年．

九、《志》中的“党”、 “党支部”、 “党委”系指中国共产

党及其各级委员会，省市县矗政府"、“革委"、 “人委”-’“公

社矽、“乡炒、“镇"、“村，，系指各级人民政府．

‘十、建国前后，因县属行政区划与地域名称多次变更，故记述

事实时，用该事发生的政区名称；人物则以事件发生时的职务称

呼．



概 述

榆树县地处松辽平原．位于吉林省会长春市的东北部．南部与

舒兰县接壤、西与扶余县毗连，东部及北部与黑龙江省的五常、双

城两县隔河相望．南北纵长、东西横距各85公里。总面积4720平

方公里，耕地面积321 167公顷．榆树县人民政府驻榆树镇· 一

j榆树县境内有松花江，拉栋河‘卡岔河、二道河、三道河、四

道河等大小河流64条，均属黑龙江流域松花江水系．松花江是榆树

县南部界河，在大坡镇后岗村套子里屯入境，从五棵树镇互助村出

境，流入德惠县境内·流经榆树县长度52．61公里，集水面积728平方

公里，占全县总面积15％．拉林河是榆树县东北部、北部界河，在

于家乡五家村入境，从大岗乡西胜村出境·在我县境内长度107公

里，集水面积1 685平方公里(不合卡岔河)，占全县总面积36％：‘

卡岔河从本县保寿乡南郇家屯入境，由南至北贯穿榆树腹部地带，

在怀家乡义山村牛头山东流入拉林河．干流在榆树县境内长度139

公里，集水面积2307-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49％。河谷川地，土

壤肥沃，是榆树县重要产粮区．这些河流为榆树县发展灌溉、水产

事业提供了比较充分的水利‘资源．

“榆树县境内多年平均降雨量586毫米，多年平均径流深77．64毫

米，全县多年平均径流总量3．66亿立方米，全县地下水资源量2．88

亿立方米，年开采量1．92亿立方米．· ．，．

。水，是生命的源泉．既能给人类造福，、又常常会给人们带来不

可抵御的灾害．1915年(民国4年)六七月问阴雨连绵，河水暴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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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全县被淹耕地78009公顷，·均颗粒无收，致使大批人离家出

走，到外地逃荒。人们在经历无数次灾害和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认‘

识到了治水的重要性。但由于旧社会的腐败，很少关心老百姓的安

危，又因生产力的低下和所有制的限制，不可能较大规模地把荤众

组织起来统一兴修水利工程。榆树县境内大小河流均无堤防，遇雨

即涝，大雨大涝，小雨小涝，听命由天。直到1938年大坡后岗屯马一

汞发联合三户地主，沿松花江修了6公里民堤。’水田灌溉工程更是

． 少得可怜．1934年(民国二十四年)，秀水甸子一带利用柳条坝种

植20余公顷，这是榆树县最早开发的水田．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国初期，全县仅有水田面积1 000余公顷。
’

新中国成立后，榆树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谱写了水利事业的新篇章。’中共榆树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对

．． 水利工作十分重视，1947年春，县政府成立了水利专管机构，拜对

县内的主要江河进行了普查。吸取了榆树历史上经常发生洪涝灾害

的教训，决定首先进行防洪工程建设．
一

。

’

t 1948年至1956年，利用9年时间，修建了拉林河堤防、卡岔河

堤防和松花江堤防．从此榆树县江河有了初具规模的防洪工程，改

变了过去遇雨却涝，小雨小灾；大雨大灾的局面．

1958年至1960年，随着“大跃进砑和人民公社化的兴起，榆树

县又掀起了以蓄水灌溉工程为主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在以蓄

为主、小型为主、荤众囱办为主的水利方针指引下，’3年时间共

修建大，小水刊工程2 000多项，其中蓄水工程600多项，形成

。了以玉皇庙、石塘、苏家岗、向阳、．于家5座中型水库为骨干的中
． 小水库荤，4为榆树县水利建设奠定了基础。正在运行的水刊工程

‘中，大部分是1958年“大跃进刀年代开工兴建的．在大搞水利建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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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也有违背客观规律，凭主观热情，贪大求洋，．．盲目施工的

教讽。如1958年全县的“河网化?建设，五棵树搞的飘浮式扬水。

站，由于生搬硬套舛地经验，不符合本县实际情况，造成了劳民伤．

财的后果．t，。 ．
．

，

1966年开始，修建了五家子、曹老囱、杨家湾等中型电灌坫。

对玉皇庙等灌区进行了配套，有力地促进了水田开发．同时兴建了

大岗珠尔山、一红星大窝堡等电力排涝站，拜对江河堤防进行了土莒高

培厚，对提高治涝标准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在1966年至1976年的

“文化大革命，，中，因受“左，，的干扰，榆树县水利建设走了_段

弯路． ，，， +，

‘

j．

一．1970年在国务院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上提出的“一人一亩水

浇地"号召下，盲目修建了松榆、松前，松五三处引松工程。“松

五"开工第二年被迫下马，’“松榆”、“松前”后来也不得不由旱

田灌区改造成水田灌区。开始效益发挥得不好。从1984年逐年增加

灌溉面积，到1988年，增加到1 550公顷．’

1973年靠行政命令在光明公社小乡生产队搞的引溪工程，因无
‘

水可抽被迫拆除，损失资金近60万元·1974年大搞梯田化，把好端．

端的坡耕地挖得乱七入槽，最后不得不重新平回来，造成了劳民伤

财．这些历史的教训是发人深思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清除了“左”的干扰，在“加绩经

营管理、讲究经济效益，，的水刊建设方针指引下，榆树县的水田灌，

溉和涝区的治理走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980年开始，为了发展水田生产，榆树县开始大力挖掘地下水

资源．当年打机电井180眼，水田由1978年的9 200公顷发展到10 000

公顷．1984年，摹众种水田的积极性越发高涨，他们自发地开始打J『h
’

8 f
u



小井(人工钻孔j取浅层地下水，每眼井浇水田1公顷左右)，永t

田发展N16 800公顷．N1988年末共打机电井1 984眼，打小井9 410’

眼，．全县水田已经发展到35 400公顷·t+ -。 r

达一阶段还重点治理了黑保涝区、卡中区涝、新庄涝区和沿江

涝区，兴建了小北屯等7座电力排涝站． ‘l

+1985年，全县水利工作开始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承包责任制

的落实，调动了广大职工干部的积极性，使水利事业的兴衰起落和

个人利益紧密联系起来．由于紧紧抓住一把钥匙两大支桂(一把钥

匙卸承包责任制，、两大支桂是永费和多种经营)，坚持为农业增产

服务的方向，不断发挥水利工程效釜，努力扩大水田面积，积极进

行农田基本建设，：提高防洪除涝标准，’稳步开展多种经营工作，使

榆树县的水利工作出现新局面．。可以相信，今后水利建设的不断发

展，。必将促进农业稳产高产，为国家商品粮基地建设和榆树百万人

民生活幸福，做出更大的贡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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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自然地理与水资源．

榆树县位于吉林省东北部的山前平原上。全县幅员面积4 720

平方公里．现有耕地481．76万亩，占总面积的68％·属杂粮产区，

主要农作物有玉米：水稻，大豆、谷子：小麦等·

- 榆树县地势低洼平坦，大小河流纵横交错，降水量较为充沛·三

条主要河流位置极为有刊，南有松花江，北有拉林河，中有卡岔河

纵贯南北，为榆树县提供了较丰富的水刊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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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地理概况

榆树县地势南高北低，囱东南向北逐渐低缓呈波状起伏．东部

丘陵状台地高程在230至290米之间，最高处光明乡花园山海拔

302．4米，地形起伏较大，切割强烈，沟谷发育，在各大沟谷的出

口处有规模不等的冲积扇开阔地带，中部卡岔河流域形成了河谷冲

积平原，分为一级阶地，高漫滩，低漫滩三部分，高程在160至180

米之间，相对高差在20米左右，西部波状台地高程在180至200米之

间，相对高差30米左右，松花江，拉林河谷地势低洼，沼泽湿地断

续明显，1间有沙丘分布，最低处在西北的大岗乡西胜村拉林河畔，‘

高程137．5米：

据史料记载，榆树县原为辽金故疆，清初时隶属扶余伯都纳

厅，公元1906年(光绪32年)榆、扶分界改为榆树厅。1912年改厅

为县，属滨江道． ．



第二节气 象
，

榆树县属寒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特点是气温变化显

著，四季分明，春季风大雨少而干旱，夏季气温高而委雨；秋季雨

量偏少温和凉爽，冬季漫长少莩寒冷。

全县多年平均气温为4．1翠，最暧年5．6 oc(1975年)，最冷年

2．6℃(1969年)，最冷99lfi]份多年平均气温零下18℃，极端最低气

温出现在1971年1月4日，达到零下39℃；最热天气7月份，多年平

均气温22．7℃，极端最高气温出现在1978年6月29日，达到35．9℃．．

多年平均日照2 604d、时，其q4至9月份日照时数为1 452小时，

作物生长期5至9)1为1 217．8小时。。年平均在0℃以上积温3 218℃，

5℃以上积温3 092℃，10℃以上积温2 796℃。光能刊用率，多年平

均为O．73％，大丰收的1983年也只有2％左右．

，多年平均元霜期为144天。初霜最早出现在9月24日，．终霜最晚

于5月12日．。 ，

，’

．年封冻期结冰160天左右。封冻委发生在11)1上句，解冻在翌

年3月下旬。冰层厚度在0．8至1．1米之间，土层结冻厚度在1．8米至

2．O米之间。 一 、

一+

多年平均风速3．8米每秒。榆树县春季盛行西南大风，4至5月

平均有大风10次多，最大风速24米每秒，持续时间长达12小时以

上．据1957年至1988年的32年资料记载，共出现八级以上大风(相

当于17米每秒)有98次之多．

第三节水、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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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榆树气象站35年资料累计，多年平均降水量586毫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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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占15．3％，夏季占63．9％，秋季占18·4％，冬季占2．4％。年最大

降水1 035．6毫米(1918年)。：甘最大降雨发生在1956年8月6日，新

立乡达241毫米；年最小降水368．8毫米(1978年)；4月至9月平均

降水487．8毫米。作物生长期降水量399．4毫米。春季第二场透雨，

一次降水大于10毫米的最早时间在3月17日(1960年)，最晚5月13

日(1974年)，平均在4月．占80％保证率出现日期为5月8日。降

雨多集中在6至9月份，占全年降水量的750A。1至3月份受西伯剩亚

榆树站逐年各月降水量统计

年度 全’年 l 2 8 4 5 6 、 7 8 9 10 ll 12
●

1909 694．1 1．6 9．5 i l．0 22．1 36．6 135．5 192．9 110．3 90．6 29．6 48．4 6．0

1910 751．7 7．7 4．4 58．4 18．8 76．9 128．1 247．0 103．8 56．5 31．9 14．0 3．2
”

19ll 863．3 14．0 6．6 6．2 95．8 88．3 209．6 162．9 190．2 38．8 26．0 ．24．5 0．4

1912 565．8 1．0 15．0 12．I 15．0 110．4 113．3 89．0 116．0 25．5 60．6 2．9 2．5

1913 719．4 9．1 16．6 31．8 26．1 44．5 186．2 301．4 30．9 31．0 16．3 14．8 10．7

1914 735．2 1．0 14．2 65．1 6．0 38．0 135．2 140．8 111．5 135．2 17．7 60．9 9．8

1915 918．0 17．5 t5．9 5．1 55．1 89．7 198．9 153．6 141．2 155．9 61．4 20‘．4 5．3

1916 503．4 12．1 9．5 7．4 38．1 106．2 101．7 40．9 109．4 47．0 16．3 7．0 7．8

1917 656．0 2．1 1．7 4．4 7．2 20．2 45．1 216．4 256．5 69．1 26．6 2．5 4．3

1918 1035．6 2．0 2．3 12．1 16．2 143．0 $79．8 215．4 94．8 103．6 46。1 20．2 0．1

1919 431．8 5．9 4．9 7．9 24．8 28．9 125．4 88．9 80．4 24．1 27．5 13．7 1．4

1920 476．7 8．1 1 2．0 3．7 32．3 11．2 94．3 104．5 72．2 67．0 37．4 29．2 4．8‘

199-1 3．0 2．9 2．1 32．3 58．1 96．1 168．8 70．4

1922 6．5 10．9 1．1 “．5 74．8 214．8 182．8 149．8 14．1 16．5 2．5
●

。

1923 916．2 1 1．5 2．9 17．3 7．4 72．3 166．8 172．5 281．7 74．8 67．6 30．3 11．1

1924 466．1 7．4 6．1 9．9 7．8 42．8 42．0 99．6 153．9 24．1 34．0 14．9 23．8 ．

1925 587．0 0．4 7．9 91．7 54．0 53．5 70．5 123．7 153．3 59．1 29．9 4．3 5．8

1926 549．3 14．O 22．1 23．1 13．0 16．5 82．6 141．5 125．3 59．3 24．9 11．4 15．6

1927 608．6 2．2 0．1 31．6 11．5 55．3 92．4 174．2 87．7 51．4 82．0 5．3 14．9

199．8 ．661．1 19．4 22．1 8．2 45．3 26．8 123．2 137．1 115．8 47．2 96．7 19．3 2．0

1929 503．5 7．g 3．7 1．3 10．7 102．9 76．7 62．2 167．5 42．0 15．9 0．1 12．6

1930 746．5 1．a 4．3 19．5 21．2 105．7 90．0 145．4 282．8 24．g 24．7 23．1 3．9

193l 592．8 15．日 4．1 l 1．3 39．0 78．4 204．6 55．7 112．3 46．3 9．8 2．9 12·8弋

8汐



续表

年度 全年 l 2 8 4 5 6 7 8 9 10 ll 12

一J

1932 535．6 3．5 5．4 12．3 40．1 121．9 131．4 9-04．4 28．8 26．0 4：3．3 16．7 1．8

1933 698．0 1．0 28．8 14．3 35．8 56．6 9．26．9 146．8 77．2 27．I 6I．7 12．0 9．8

1934 792．3 0．3 I．0 36．0 35．8 100．4 9-37．3 198．5 95．6 55．0 25．5 1．1 5．8

1935 709．9 3．6 0．I 8．1 20．5 37．8 217．2 155．I 159-．0 34．7 67．7 8．3 4．8

≮’
1936 972．0 4．2 2．8 13．7 35．9 56．9 379．7 161．3 119：l 67．5 26．1 104．2 0．6

1937 704．9 I．4 0．8 18．4 69．5 25．8 91．1 42．0 286．1 108．4 51．6 1．9 7．9

1938 641．1 2．1 3．5 11．2 28．7 91．1 69．8 218。0 69．5 67．9 68．8 5．5 5．0

1939 636．4 4．2 1．9 0．9 37．9 22．8 99．6 105．0 242．6 99．4 14．0 6．5 1．6
铺’

1940 49：3．9 2．4 0．8 2．9 26．0 55．6 131．1 100．7 98．8 12．5 13．8 42．0 7．3

1941 6．2 5．9 38．1 28．1 78．4 90．8 105．5 47．6 48．5 5．3 3．4

1943

1944 ‘‘光复 一前 后五 年无资料

1945
』．一

1946

·

。1
1947 693．7 17．5 0．4 11．3 12．7 9．9．3 98．0 216．4 149．5 74．4 39．6 20．0 24．6

1948

1949 570．1 13．3 3．7 27．1 15．9 86．5 80．2 116．3 149．0 20．9 27．9 26．0 3．3

1950 539．5 12．3 5．5 32．3 43．8 45．7 100．3 152．8 66．4 59．2 9．6 103 1．3

1951 645．3 0．6 27．6 12．0 26．4 16．5 186．5 147．0 144．6 39．5 37．4 6．2 1．0

1952 543．6 2．6 量．2 10．6 43．2 37．6 56．1 145．3 113．2 80．5 36．0 5．0 2．1

1953 594．6 8．7 1．1 0．8 15．3 118．0 15．7 253．9 42．9 34．4 38．9 1．2 3．7

1954 504．8 2．8 9．0 19．0 14．8 38．7 97j7 87．5 103．4 94．5 9．8．7 4．6 4．I

1955 615．3 6．2 22．6 3．2 20．2 70．1 93．4 190．6 22．8 105．6 60．2 18．7 1．7

1956 99-4．0 2．0 3．1 14．0 29 37．7 171．3 320 224．2 66 34．1 18．5 4．i

1957 763．9 7．1 2．6 lI．7 49．2 74．8 66．2 231．I 207．5 63．7 10．7 18．4 20．9

1958 530．0 4．6 6．3 13．4 15．1 ，36．7 90．9 191 88．6 58．7 20 0．8 3．9

1959 674．4 1．9 4．7 5．7 35．8 35．6 48．6 137 239"．4 78．6 67．2 ’18．7 1．2

1960 713．I 2．1 11．4 18．8 36．3 68．8 161．7 103．9 9．04 70 26．1 8．5 3．5

196I 548 1．2 3 21．．6 16．4 52．8 I．63 153．3 64．4 46．7 7．9 13．5 4．2 ’’、

． 1962 571．7 0．8 5．9 1．1 29．6 70．8 9．8 326．1 61．7 56．2 0．2 6．0 3．5

1963 687．9 7．7 1．2 5．9 19．8 29．0 79．1 134．1 185．5 135．3 44．6 23．6 2．1

1964 677．7 6．7 0．9 14．2 23．7 19．9 88 249-．1 160．9 82．5 21．6 18．2 12 ’

1965 676．2 7．8 2．4 7．1 6．4 35．6 106 207．1 220．7 29．2 24．6 19．7 9．6 ’'

1966 643．9 2．6 0．1 26．8 27．1 16．6 58．1 240．9 200．9 17．3 14．1 6．2 3．2

4
’

‘

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