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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怀柔县水利志》经编修人员八个春秋的辛勤劳动，竭尽心力，查档案，采口碑、访问

知情人，收集了大量资料，并多方征求意见，几经修改，终于出版问世，意义重大，是怀柔

县水利建设史上一大贡献。

我曾多年主管怀柔县的农业，其中包括水利，并参与了一些重点水利工程的设计审定和

施工，亲眼目睹了怀柔人民治山治水改造山河大规模的宏伟劳动场面，抗御自然灾害英勇顽

强不怕牺牲的精神。

《怀柔县水利志》真实的记载了新中国建立后，怀柔县40多年的水利建设成就和向水旱

灾害斗争的历史。总结了经验教训，起到了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怀柔人民继承和发扬了历代劳动人民与大自然奋力拼搏，抗御

自然灾害的顽强精神，以惊人的毅志与魄力，治山改土，兴修水利，高潮迭起。40年的建

设，怀柔大地面貌为之一新，修水库、建塘坝、打机井、建扬水站、修渠道、除涝、改滩造

地、固定河床、平整土地、山区小流域治理、人畜饮水以及小水电建设等各项水利设施，其

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今人共知。

水利建设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大农业的发展。“水利是农业的命

脉”，水利是一切经济部门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对怀柔县的国民

经济调整，对发展生产、改变生产条件、群众的生存条件、抗御自然灾害、减少灾害损失以

及对工业、养殖、旅游等各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实践中逐步地为人民所认识。

在水利建设事业中，怀柔县的历届领导都非常重视，依据“不同地区分类指导”的方针，

不仅做出长远规划，还制定出不同时期的短期目标。各级领导都亲临一线指挥并参加劳动。

共产党员在水利建设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使水利建设克服了一个个难点，在艰难曲折

的历程中，久战不懈。

广大农民在水利建设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顽强拼搏，用血和汗铸就了座座

水利工程，并在劳动的实践中发挥高度智慧，改革工具，提高了工效，

广大工人、商业职工、中小学师生都为水利建设做出了贡献。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怀部队，一直关注和支持怀柔县的水利建设和抗灾斗争，在关键时

刻，尤其是抗洪抢险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给予了大力支援，有的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为怀柔的水利建设和抗灾斗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常年坚持在水利战线上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群众一起，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住工

棚，喝冷水，爬山涉水，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狠抓工程质量，在

实践中发明创造新工艺，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效，在怀柔大地上建起一个又一个较高

质量的水利工程，为水利事业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年华。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政策，为水利建设高潮注入了新的生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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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以新的方式、新的规模出现的水利建设高潮，拉开了新的一幕。

怀柔县的水利建设，尚有大量工作要做，诸如：加强管理，开源节流，树立长期的防汛

抗旱意识，科技兴水，不断的进行工程的整修、完善，改造、更新，加强水利执法力度等各

方面的工作。

总结历史，指导未来，《怀柔县水利志》将随着历史的前进而日益显示出“存史，资政，

教化”作用。今后的水利建设将从本志记叙的史料中获得收益，必将起到激励今人，启迪后

人的作用。

我对怀柔县第一部水利志出版问世，表示祝贺。

怀柔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肖昌兴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日



序 二

怀柔县位于首都北京北部，南倚华北平原，北接塞外，南北纵贯燕山丛岭120公里，总

面积2128．7平方公里。山区面积占88．9％，南端为小面积平原，则属潮白河诸支流的冲洪

积平原，地下水出露，近似沼泽；沿山一线的黄土丘陵，则干旱缺水，历史上怀柔县农业生

产是在洪、旱、涝、风等自然灾害的摧残下，寻隙生存，广大劳动人民长期苦于旱涝交替的

危害，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勤劳勇敢的怀柔人民，发扬自力更

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治山治水，兴水利，除水害，历经40多年的奋斗，怀柔县的水利建

设事业，成绩卓著，各项水利工程，遍布怀柔全境。建国40多年，全县建成中小型水库17

座，塘坝64座，截流18处，机井1956眼，扬水站609处，干、支渠道总长465．25公里，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760．92平方公里，先后解决人畜饮水307处，解决了7．74万人的饮水困

难；建护村防洪坝40处，7．0万亩低洼易涝面积得到了根治，另建小水电站26座。粮食产

量由1949年的单产137．7斤到1990年单产达1114．2斤，增长7倍，粮食总产由1949年

3933．4万斤，到1990年的25006．6万斤，增长5．35倍。粮食增产固有其他因素，但水利起

着主导作用。

在怀柔境内东起沙河，西至白浪河，有大水峪、北台上、红螺镇、怀柔、黑山、沙峪口

6座大中小型水库，一字排开，扼住6条河流的咽喉，拦蓄洪水，防止泛滥；山区经过小流

域治理，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片片秃山有了新绿，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得到控制；平

原的大小灌溉工程，交织成网，灌溉自如；沿山丘陵和山区的大量机井，扬水站星罗棋布，

旱灾也不象过去那样可怕和束手无策。

大量的水利工程建设，改善了怀柔县的生产条件，农业连年增产；改善了生态环境，昔

日的荒山秃岭出现了勃勃生机；改善了人民生活，广大群众已摆脱了贫困越过温饱向小康水

平迈进。

当怀柔县林茂粮丰，工业崛起，向小康生活奋进的时候，我们不会忘记为改变怀柔山区

面貌而战严寒斗酷暑，流血流汗的英雄集体，更不会忘记那些献出宝贵生命的优秀儿女，他

们的业绩将永垂青史。

40年的水利建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平原到丘陵山区，历经千艰万险，在漫长

的建设中探索，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过痛苦的教训，遍布大地的水利工程，是怀柔人民勤

劳智慧创造的物质财富；建设中所取得的经验教训，是怀柔人民艰苦奋斗，用汗水凝结成的

精神财富。

怀柔县今后的水利建设，任重道远，将以新的形式，新的规模，服务于改革开放和各个

经济领域，要珍惜已取得的成就，加强现有工程管理，提高水的利用率，树立长期的防汛抗

旱意识，有计划的增建一些新的工程，要依法治水，不断深化改革，实行科技兴水，总结正



反两方面的经验，掌握治水的客观规律，不懈努力，开拓进取，将怀柔的水利建设事业推向

一个新的高度。

《怀柔县水利志》忠实的记叙了新中国建立后，怀柔人民创造两项财富的源流始末，详

细记载了向水旱灾害斗争的历史，资料翔实，是一部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的专

业志，我对此深感欣慰。

历史在前进，经济在发展，水利工作将面临新的挑战，全县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创造出水利建设上更多更好的业绩，造福于人民，造福子孙后代。

怀柔县县长 周长安

一九九六年三月八日



编写说明

一、本志上限追溯到有资料可查的年代，下限止于1990年。个别重要水利事件延长至

1991年。本着“略古详今”的原则，取事重点放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后。

二、本志分篇、章、节、目、子目五个层次，以文字记叙为主，配以必要的图、表、照

片。大事记采用编年、纪事本末体，重点记叙1948年12月6日县城解放后，全县水利工程

建设中重点活动及中共怀柔县委、县政府对水利建设事业的决策。

三、历史纪年：1948年12月6日前，一律使用朝代纪年，括注公元纪年；1948年12月

6日至1949年lO月1日称解放时期；记叙中所称“建国前“‘建国后”，均指1949年10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以后。

四、本志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官职采用历史上的习惯称谓，各篇第一次出现时用全

称，以后用简称。凡称“省委”“地委”“县委“‘区委”等，均指中国共产党所在地方组织；凡称

“县政府“‘县人委⋯‘县革委”等均指县人民政府。

五、建国前各历史时期的计量未做换算；建国后计量单位用市制和公制两种单位表达。

如：亩、斤、公斤、吨等。凡文字记叙中五位以上数字一般以“万”为单位，小数点后取两位

数。

六、县辖行政区名称，按其发展过程沿用，如：区、乡、人民公社、乡(镇)等。行政区因

迁址更换名称，记叙中按其更换时间随之更换。记叙中行政村、街道、自然村名称，以县政

府1980年编印的《怀柔县地名录》为准。

七、资料主要来自怀柔县档案馆及水资源局档案室文书、技术档案和报刊公开发表的有

关内容；另补以走访民间口碑和调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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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怀柔县是北京市远郊县。距市中心50余公里，县境南北长达128公里；东西最宽处

46．5公里，最窄处仅lO多公里，全县总面积2128．7平方公里。县四周与七县为邻，东邻密

云，南接顺义，西南靠昌平，西依延庆，西北、北、东北三面分别与河北省的赤城、丰宁、

滦平诸县接壤，县最北端的帽山梁，是北京市与河北省的分界处，素有北京北极之称。

县下设7镇，14个乡，总人口26．19万人，汉族占90％以上，此外还有满、回、蒙

古、壮、朝鲜、布依、苗、藏等少数民族。

怀柔县历史悠久，早在远古时期，曾是丛林茂密，动植物繁衍茂盛之区，近年来曾在山

前的东庄村，发现有大量的鹿角化石和其他动物化石，这证明人类早已在此寄居生息。

从所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石斧，春秋战国时的折肩罐、兽纹陶壶、昭明铜镜、五铢钱币

等；宋、辽、金时期的铜制钱、铜镜、鸡腿瓶等。此后明清时期的弥勒佛、玉饰件等出土文

物，反映出怀柔人民在此繁衍生息，创造人类文明的一个侧面。

春秋战国时，怀柔县属北燕和燕国范围。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怀柔属渔阳

郡，郡治中心在今北房乡梨元庄一带。隋代时，为安禾郡、涿郡、奚的属地。唐代时，为密

云郡，范阳郡、饶禾都督府属地。辽代时，为檀州，南京道析津府、顺州及北安州属地。金

代时，为顺州、中都路大兴府和兴州宜兴属地。元代时为檀州及兴州宜兴属地。明洪武元年

(1368年)十二月，划昌平、密云二县地设怀柔县。永乐元年(1403年)怀柔县属北京顺天府，

正德九年(1514年)为昌平州属县。清朝怀柔县辖域与明代相同，为直隶省顺天府昌平州属

县。雍正元年(1 728年)改属顺天府北路厅管辖。

中华民国期间，怀柔县为顺天府所辖十二县之一，中华民国三年十月(1914年)，顺天府

改名京兆地方，辖顺天各县，中华民国十七年(1928年)六月，直隶改称河北省，京兆地方撤

消，怀柔县随之划归河北省。

1938年6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第四纵队进驻怀柔县，宣传抗日、开展游击

活动，创建了滦昌怀联合县。

1940年1月，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军政委员会在延庆建立了昌(平)、延(庆)联合县，

联合县的2区、13区的大部分地区在怀柔境内。

1940年5月，八路军挺进军第10团，在密云成立丰(宁)、滦(平)、密(云)联合县，隶属

平北地委。1941年6月，中心区改为滦昌怀办事处，1942年冬，成立滦昌怀办事处。1943

年春成立滦昌怀县。1943年底建立了滦昌怀顺联合县，1944年2月，在今黄坎村举行建县

大会，1945年初撤消滦昌怀顺联合县，怀柔和顺义组成了怀顺联合县。1945年9月怀柔、

顺义两县单独建制。1948年12月6日县城解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怀柔县人民政府由沙

峪村进驻县城。

1949年8月，河北省人民政府建立，怀柔县改为河北省通县专区领导。

1958年4月，河北省通县专区撤消，怀柔县改属承德专区领导。同年lO月，怀柔县划

归北京市，自此成为北京市的一个远郊县。

怀柔县境内．多峰峦谷壑，丛林野莽。怀河、白河、汤河穿流而过。万里长城横亘东

西。怀柔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态势构成了各方拼力争夺的战略地区。

昔日的怀柔为穷乡僻壤。《日下旧文考》载：杨旦《怀柔道中》诗，对怀柔的早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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