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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国编修社会主义新志书的盛世中， 《鸭灌志》经过努力，正式刊印了。这部

志书，是南阳地区水利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简略地整理编纂了灌区以前水

利工程的建设，而且系统地整理编纂了灌I!iii建和发展的历史资料。通过它可以了解

灌区现状、经济效益和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做为今后工作的借鉴。有利于发挥优势，

扬长避短，加快灌区建设的步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鸭河口灌区追溯到西晋前就是唐自河古灌区效益范围的一部分。从西汉元帝即开

渠引水灌田，历经二千零二十五年，随着历代王朝的治乱，灌溉工程多有兴废。至

明末清初，兵变失修，水利荒芜。中华人瓦共和国成立之后，于1959年建成鸭河口水

库。在水库修建的同时，沿白河两岸修建了9条引水渠道，部分初具轮廊，在抗旱中

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各渠道自成体系多口引水，存在规划不当，砂坝引水，配套不全

之弊：后经统一勘测设计，提出《鸭河口灌区实施方案))。于1966年开始兴建。经过

20年的建设，工程效益逐步扩大，现正在向多种用途的综合性水利工程发展。

1982年以来，地区水利志编纂委员会，决定把编好《鸭灌志》做为分志重点，并

要求于1985年完成，经过广征博采，整理核实，编纂审修，一部反映鸭河口灌区较系

统、完整的志书，终告完成。

“鸭灌志》全书分五大部类，横排竖写。即由概述、分志、人物、附录等部分组

成。共6万字。附有灌区平面图一幅及照片。第一、二、三篇，记述鸭河口灌区自然

条件、地理位置、地质土壤、水旱灾害；第四、五、六篇，记述灌区前及灌区建设开

发、工程设施、科学试验、水力发电、工程效益，机构沿革和管理经营若干节目；第

七、八篇，记述水利教育及人物文化等项。它具有资料性、知识性的特点。

尽管鸭河口灌区历史较短，适逢编修志书盛世，总结前人经验教训，做为利今惠

后的历史任务，理所当然的由管理单位承担。做为管理部门的人，编写一部比较完整

的、系统的、科学的鸭河口灌区志书，是义不容辞的。

但是，编写志书，深感水平有限，又缺乏经验，再加资f料散失不全，错误在所难

免。我们殷切希望读者指导和帮助，以臻完善。

鸭河口灌区志编辑室

一九八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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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鸭河口灌区，为晋前的唐白河古灌区。西汉时即与汉水流域内的襄阳、汉中地区，

发展为当时著名的灌溉区。唐、白河古灌区集中在湍河以东，唐河以西的南阳盆地。

所以说现在的鸭河口灌区在历史上是唐、白河古灌区一个组成部分。

鸭河口灌区位于南阳盆地，三面环山，中间贯穿唐白河水系，具有发展灌溉的优

越自然条件，南阳又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鸭河口灌区在南

阳地区水利史上，自古就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鸭河I：1灌区工程，自古以来，就和政治兴衰，人民安危息息相关。每当政治清明，

人民安居乐业的治世，工程兴利，农业增产；反之，堰崩堤毁，效益衰减。西汉时召

信臣任南阳太守；“劝耕躬农，出入阡陌”，行视郡中，开沟挖渠、修堰。明嘉庆《南

阳府志》记载，召信臣主持修建南阳的马渡堰、上石堰、玉池陂，新野县的沙堰等工

程，以广灌溉，岁岁增加，民得其利，蓄积有余。灌溉面积达三万顷。东汉建武七年，

杜诗为南阳太守，又对陂池进行大规模的整修，充分发挥了水的作用。民众赖之，号

日。。前有召父、后有杜母"。三国之际，战乱频繁，兵变失修，水利荒芜。战乱之后，

到晋代，灌溉事业仍相当发达，据《水经注》载，清水的樊氏陂，新野诸陂，规模都

相当可观。南阳太守杜预曾修复水利工程，陂堰渠相连，使诸陂散流的灌溉系统，灌

溉农田一万多顷。公私同利，各得其所。鸭河口灌区范围内古代工程，都是汉晋以来

修筑的，历南北朝，隋唐宋各朝有废有修。明代灌溉工程又有所发展，但水利为唐王

赐田及驻军屯田所专断，民不得分享。直到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马渡堰工程竣工

后，军民同利。唐、白河之间陂堰遍地。形成以溧河为干渠，渠联渠，陂串堰，陂堰

渠结合， “长藤结瓜"的灌溉系统。明碑记载，这里是： “秋风禾稻，万顷飘香"，

古代就是鱼米之乡。明末农民起义，风起云}勇，百姓逃迁，水利荒废。清朝军务繁忙，

经费不足，二百六十多年终未修复。

民国时期，政治腐败，战乱不息，连年失修，古代遗留工程荒废殆尽，灾害频仍。

民国十八年河南水利工程委员会进行测绘，上海济生会以工代赈，于白河、溧河分流

处置石闸，经费颇巨，惜未成功，于事无补，仍不受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把水利作为农业的命脉，投入了大量人力、物

力和财力，发挥了显著作用。建国以来，五十年代，浚河防洪，打井灌溉；六十年代

发展渠灌，排水除涝；七十年代搞田间配套；八十年代转管理抓增产。鸭河口灌区是在

修渠灌溉、挖沟排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鸭河口灌区在五十年代前期。采取开辟分洪，疏浚河槽、整修堤防等措施，治理

了洪涝灾害严重的溧河干支流工程，收到显著效果。五十年代末，修建了鸭河口水库，
t 1 ～



不仅减免了白河洪水灾害，而且为提供电能、发展水产、灌区引水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鸭河口水库兴建的同时，白河两岸人民修建了跃进一、二、三渠、团结渠、工农渠

等九处灌区，各成体系，初具轮廊，发挥了一定作用。

这些民办灌区，由于缺乏统一规划，配套不全，未能正常运行。为此，以长江流

域规划办公室为主，在专署的协助下，于1964年提出了灌区全面规划；1965年建成了

五万亩试验灌区和大占头渠首枢纽工程，为开发灌区创造了有利条件。1966年灌区开

始修建；连续三年基本完成210．5万亩支渠以上的骨干渠道。1969年冬进行大规模的

田间工程配套。1970年开始灌溉并种植水稻四十五万亩，获得了配套后第一个丰收年。

截止1980年，初步配套158万亩，后经“五查五定"(杏安全、定标准；查效益、定

措施；查综合经营、定发展计划；查机构、定编制；查管理、定制度)。落实配套面

积一百二十万亩。

鸭河口灌区工程技术，也经历了一个由灌到排，由建到管的变化。从创建陂堰渠

三结合长藤结瓜型灌溉体系，已过渡到灌排结合的自流灌区；自古代以来，在灌区建

设上都经历了先建后管的过程。在已配套地区，运行基本自如，不仅具有灌溉、防洪，

除涝等多种功能，而且利用渠道落差、坑塘洼地，发展了水电、水产事业。

1979年后，是鸭河口灌区水利事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经过近几年的努力，随着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展和完善，灌区配套工程和旱涝保收田建设，得到了有计划，

有步骤的发展。在改革的推动下，1984年底专管机构进行了调整，管理体制由过去以

块块管理改为以条条管理，实行人财水权统管。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体制改革基本就

序，并于1985年12月下旬召开了灌区三级(地、县，乡；局、处、所)干部会议，安

排部署了1986年工作，鸭河口灌区事业开创了发展的新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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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957年

3月 修建跃进三渠。

1958年

以群众自办为主，引白河水开始修建南阳县的跃进二渠；新野县的工农渠、军民

渠、友谊渠、团结渠等灌溉工程。

1959年

8月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和南阳专署水利局在南阳县溧河区张营建立大面积

灌溉试验基地——唐白河灌区灌溉试验站，为鸭河口灌区前期规划设计提供资料依据。

12月 长办主任林一山，在南阳专署专员宋绍良陪同下，到唐白河试验站

视察和指导工作。

1964年

12月 专署在茶庵区干四支开始搞试验灌区5万亩。

1965年

4月 二分干上段和二支渠动工兴建。

6月 建立南阳地区鸭河口水库灌区建设指挥部。指挥长：张天一(专署副专

员)。副指挥长：郭汉、李元亮、邱洪范、林中清，褚怀民、魏仁斌、张保歧、何文轩，张

清欣。指挥部设：党委、政治部(组织科、宣传科、保卫科)，办公室、工务科、器

材科、财务科。

8月 新野县成立白桐灌区筹建小组。中旬由灌区6个公社抽出28名学员到

南阳参加水训班学习。

9月 新野县在东5里窑农场成立白桐灌区指挥部。褚怀民为指挥长；宋璞、

毕遂堂为副指挥长。当年冬成立王堰排水道工程指挥部。

ion 白桐干渠渠首枢纽工程开工。

11月 15日鸭东干渠工程开始，自渠首至一支口为第一期工程。成立鸭河东千渠

方城县指挥部。由副县长靳文儒任指挥长，县水利局副局长亓明训任副指挥长。

唐白河试验站从南阳县张营迁至茶庵公社周庙。适应白桐干渠四支渠试验灌区的
·3一。



试验研究工作。

1966年

春鹘河口灌区建设指挥部在卧龙岗农干校举办技术人员培训班，学员150人。

5月 新野白桐灌区指挥部迁至教场造纸厂。孙敬敏任副指挥长。6月指挥部

培训效益社队人员263人。学习23天。10月底由正副指挥长，并抽调国家干部177人，

率领6个公社127个大队民工297413,投入总干渠施工。

6月 鸭东干渠在方城县博望设南阳、方城、社旗三县指挥部。

两条干渠施工前，各县指挥部分别多次举办施工人员培训班，学员700余人。

唐河县在桐寨铺举办施工技术训练班，学员160人。

9月 大占头渠首枢纽工程完工。 ．

10月 鸭东干渠续建后，于1967年9月按设计标准完成27．05公里的干渠工程。

11月 l工日白桐灌区二分干渠召开施工誓师大会，开始干渠上游段修建。

唐白河试验站在周庙举办灌溉试验学习班，学员30人。

1967年

1月 初，新野白桐干渠施工段竣工。四分干开始动工，2月完工。3月三分

干土方工程完工。4至5月三、四分干渠支渠完成，建筑物相继进行施工。9月新野

的三、四分干设立5个管理所。 一

白桐干渠二分干开始施工。至1969年春，土方工程基本完成，分干长34．75公里，

建筑物150座，土方86万立方米。

1968年

3月 新野城郊青羊坡大方开始工程配套。8月成立新野鸭灌配套民兵团，继

续进行支、斗、农，毛、灌、排工程配套。

5月 成立鸭河口灌区革命委员会。

唐河在白秋灌区指挥部举办施工技术培训班，学员80人。

1969年

1月 白桐灌区新野指挥部并入县水利局。灌区开始灌溉。

4月 18日二分千渠召开县、乡，村领导共3500人参加的通水典礼大会。

春，方城县博望公社聘请上海金山县水稻技术员10余人，传授水稻栽培技术。该

社首次种植水稻5000亩，平均亩产700斤以上。

5月 鸭河口灌区与鸭河口水库合并，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主任：齐太；副

主任：郭如泉，徐元田、温子元。

7月 白桐干渠三分干渠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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