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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体例l采用章，节体，以志为主，辅以述‘记，传、图、

表、录。本着横排竖写、通贯古今的原则进行编排。

二，断限：按1 985年行政区划编写，上限尽可能追溯到事物发

端，下限至I 98 5年末，其中水土保持“三沟"治理延续到I 986年。

水利科技章中职称评定，延长至1987年。

三，时间表述s纪年一般采用公元。历史事件则按习惯采用帝

号纪年，并括注公元年代。

四，数字书写l星期，夏历及清代以前历史纪年和词组中的数

字用汉字，其他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

五，计量单位。采用全国通行的公制或允许暂保留的市制单

位o

六，称谓s一律采用全称，正称，人物写明身份，直呼其名。

其中“喀喇沁旗人民政府’’、 “中国共产党喀喇沁旗委员会"第一

次出现时均用全称，以后出现时均可简称如“旗政府，，， “中共旗

委"o其他类似情况，也照此执行。

七，乡镇、村与公社大队名称，_律采用当时的名称。

八，本着“生不立传"原则，凡对喀喇沁旗水利事业做出窆出

贡献的已故人物，不分地位等级均珂入本志。有贡献的在世人物，

采取以事系人的办法记入有关章节。、

九，本志采用统计数字，除灌溉面积，．投资为水利系统统计报

表数字外，均采用统计局数字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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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喇沁旗是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所辖的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

多数和其它少数民族杂居的农业旗。地处燕山山脉，西辽河流域。

境内山峦起伏、河川纵横，丘陵与平原交错。西部山区为水源涵养

区，中部为土石山区，’东部为平原及丘陵区。河流有：老哈河及其

支流坤都伦河、楼子店河，南马架子河，锡伯河为旗内最大河流。
●

地下水储量大约1．17亿立方米o

喀喇沁旗在历史上是个水草丰美之地，水利开发已有300多年

的历史。由于旧社会不注重水利建设，水旱灾害频繁，广大人民过
。

着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艰难困苦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水利水保建设。50"'60年代，部分地区

曾利用地表水开展自流灌溉，1 970---,1 985年间，旗委和旗人民政府

带领全旗各族人民，充分挖掘地下水资源，开发了井灌。同时又兴

建了许多小型水利工程。现在，全旗灌溉面积已由建国初期的2．6

万亩发展到26．75万亩，约占总耕地面积的40％左右。这些水利工

程在抵御水旱灾害，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国民收入，支援祖国建设

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随着水利建设事业的发展，喀喇沁旗在防治水患，改善生态环

境，水土保持及科学试验研究等方面正在逐步改善和加强，已成为 ．

保证粮食稳产高产，促进畜牧业和饲养业，种植业，乡村企业等生

产发展的主要支柱：_
：

-⋯’‘一二 ．，一



亟 喀喇沁捩水利志

为了把喀喇沁旗尽快地建设成为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的基地，必须坚持“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方针，认真总结水利、

水保建设的经验教训，继续大兴水利水保事业，大搞农田水利基本

建设。因此，必须研究水的开发和利用的客观规律，保护并合理利

用水资源，以加快水利水保建设事业的发展。《喀喇沁旗水利志》

正是为适应这种需要而编写出版的。它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既有

纵的叙述，又有横的记载，反映真实，总结全面。它的出版不仅对

喀喇沁旗还对友邻旗县的水利水保建设有借鉴作用，而且为后世水

利水保事业的持续发展将会起到资治的作用。

喀喇沁旗是我可爱的家乡，也是我长期工作过的地方。家乡的

山水草木可爱。家乡的各族人民群众更加可爱可敬。特借《喀喇沁

旗水利志》正式出版的机会，写此序言，以表我的喜悦和祝贺之

情。
。

于兴隆

1990年11月20日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助理，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分行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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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也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发

展水利不仅是稳定发展农业的需要，也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

定、协调发展的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

我旗的水利建设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全旗各族人民在党和政府

的领导下，不畏艰难，奋发图强，英勇奋斗，经过几代人艰苦卓绝

的努力，修建了一定规模的水利工程。现有防洪堤1 67公里，灌渠

40条、小(一)型水库l座，排灌站2座、机电井1 803H艮．，人畜

饮水和防氟改水工程81处、有效灌溉面积26．7 5万亩。小流域水土

保持工程遍布丘陵山区，面积达到185．71万瓿出现狮子沟，通太

沟，樱桃沟等综合治理的先进典型单位。现已形成防洪，灌溉、抗

旱等水利工程体系，为今后农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同时也取得了

明显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在兴修水利的过程中，全旗各族人民付出

了艰辛的劳动和汗水，涌现出很多先进人物，谱写了壮丽的篇章，

有的人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喀喇沁旗十年九旱，降水在时空分布上很不均匀，年际变化也

很大，常出现持续干旱天气，严重地威胁着农业的发展。因此，兴

修水利已成为治旗安民的一项重要任务。
，

‘

为了把我旗经挤搞上去，实现稳定发展，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

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今后必须从实际出发，着眼于改善农业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垒 喀嘲沁旗水利恚

产条件，以综合治理水土保持为主攻方向，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水资源。而要有效地实施这一水利建设方

针，必须认真地总结前人在水利建设上的经验和教训，这样才能更

好地认识，研究水的开发利用的客观规律，指导我们按客观规律发

展水利建设事业。《喀啼}沁旗水利志》的编写，适应了这种需要，

对我旗今后的水利建设工作必将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水利部‘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局、松

辽委、市水利部门及其他有关单位领导、专家的指导和支持，对

此，谨表示诚挚的谢意。 ．

●

作者；系喀喇沁旗旗长。

陈景才

1990年11月13日

：。。辎疆舅，l。鼋，，多灞jl馘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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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喀喇沁旗第一部水利志经过三年多时间的编纂，现在已正式出

版了。志书的出版，是喀喇沁旗水利战线上的一件大事。
’

‘

喀喇沁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南部，地处燕山山脉中段，

七老图山东麓，西辽河流域的老哈河上游，属半干旱丘陵山区。全

旗总面积3 l 1 5平方公里，其中丘陵山区占93％，总人口35．4万人

(1 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字)．人口密度为11 3人／平方公里。

解放前，由于社会制度的黑暗，加之天灾，各族人民饱受了痛

苦，朝不保夕。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展开了

向大自然的斗争o 50年代，大搞引水修渠，扩大水浇地面积，60年

代，大搞农田基本建设；70年代，大搞打井开发地下水，增加和保

证灌溉面积，80年代，大搞水土保持综合治理。从而使喀喇沁旗农

业生产条件大为改善，粮食产量由解放初期的50万公斤增加到1．25

，亿公斤。水利，水保建设取得的成果，凝结着各级党，政领导的心

血，是水利战线科技人员和广大各族群众艰苦奋战的结晶o’

我们编纂水利志，就是真实记载、客观反映全旗各族人民改造

大自然的历史和积累的经验及教训，使后人在治山治水中有所借鉴。

本书在编纂过程中，得到自治区、市、旗有关领导的支持和关

怀，得到区内外专家学者的指导，并得到旗有关部门的鼎力相助，

使志书得以早日出版，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

刘传武

1991年3月20日

作者。系喀喇}D旗水利水产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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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五+九年(1720年)

喀喇沁旗王奏，因亢旱欠收，人口乏食，请求借支仓米赈济。

清乾隆三十年(1 765年)

牛家管子下水地灌区修建，灌溉面积t 500亩。

清道光五年(1825年)

郭春早(郭拔贡)在牛家营子开挖一条3．5公里长的引水渠道，下设两条

支渠，灌溉老土城子，双庙一带耕地l 300亩。至今遗迹尚存。

龙山上水地灌区修建。

清同治三年(1864年)

民国6年(181T年)

大雨自7月15日起至18日稍霁。20日夜，大雨倾盆，26日乃止，老哈河

附近居民受水灾者甚多．据洪水资料，公爷府洪峰流量为1 650立方米每秒·

民国1T年(1928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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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鸟达盟大旱，粮价上涨Io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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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喀喇沁旗水利志

民国27年(1938年)

农历六月初五，喀喇沁旗大水灾，据洪永资料记载，公爷府洪峰流量

1 190立方米每秒。河水出槽，造成严重损失。

1949年

10月 喀喇沁旗人民政府农业科成立，负责金旗农牧林水等项工作。

1950年

1月1日 热河省政府通知，将喀喇沁旗农业科改为农林科．

同 年 暴雨冲毁四十家子，l 6户人家背井离乡。热河省以粮代赈修

建柳条沟河堤，用粮约15万公斤。

1952年
．．

．

。
’

‘

8月4日 喀喇沁旗农业科分设为农业科和林业科。农业科负责水利等 ．

工作。

1954年
。

本 年 国家投资9 266万元(东北币)，折合人民币9 266元，用以工

代赈的办法在二区龙泉寺沟门，四区杨家营子、九区喇嘛地修筑

堤防，长4 382米。

春 由国家投资兴建的第一处四十家子灌区破土动工。无坝引

水，设计流量为1．2立方米每秒。

1月1日 热河省撤销。赤峰南部地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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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内蒙古自治区昭鸟达盟。 ，

春’ 西桥灌区开始施工，修干渠10公里。1963年进行了扩建，设

计引水流量1．2立方米每秒，灌溉面积1万亩。国家投资4．6万元。

7月 喀喇沁旗人民委员会农牧科分出水利科和水土保持科。水利

队隶属水利科，水土保持科下设水土保持工作站。

10月9日 中共昭乌达盟委员会、盟人委发布，。为抓紧时闽组织力量开

．展秋季水土保持工作的联合指示一．14日，金旗举办历时8天、

100多人参加的水土保持训练班，随即掀起水土保持工作高潮。

12月24日 喀喇沁旗29名副乡长，干部参加盟水土保持工作局水土保持

训练班。．

年 底 喀喇沁旗旗长赵景堂、中共楼子店乡党委书记赵春等出席内

蒙古自治区农牧林水利劳动模范代表会议。

’‘

1957年

11月1日 喀人字(57)第15号文通知，将农牧、林业，水利、水土保持

4科合并为农牧林水利局。 ·’

是 年 水土保持站以牛家营子乡团结村羊圈子沟为治理重点，以示

范、指导全旗水土保持工作。

是 年 群众自修了建国后喀喇沁旗第一条灌渠即他卜营子(后改为

北山根)灌渠。1958年由旗水利队负责进行扩建设计，1959年建

成，1963年进行田间工程配套，有效面积2．2万亩。

是 年 全旗水土保持工作获国务院奖旗。
“

：：
一

一．
’

、．
1958年

j ．： ，
，，

3月 ’‘蟠龙山灌区开始兴建。该灌区由内蒙古水利厅勘测设计院设

。r。计。建筑工程由水利厅第一施工大队承建，民工5 000人，由副旗

长张翰臣任总指挥。

秋 召开全旗第一次大型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其中

‘获水利、水土保持模范单位3个，模范个人二等奖12人，三等奖

．。、9人。
’

·。

．-+ 。亨



1 1月

12月

4 喀喇沁旗水利志

大头山水库(原名奈林沟水库，亦称松山水库)开始兴建，

1960年因经济困难下马。

1959年

那尔村黄土梁子水库动工兴建。总库容70万立方米，有效库

容60万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3 000亩。该工程于1961年竣工，

1962年夏，为安全渡汛，将水库大坝拆除。

1960年

蟠龙山灌区管理所在乃林成立，由昭鸟达盟水利局直接负

责，1962年5月移交给喀喇沁旗。

1961年

昭盟水利局在喀喇沁旗蟠龙山灌区建立昭盟灌溉试验点，国

家投资5万元，并配备12名科技和后勤人员，该站于1966年5月

撤销。

1962年

7月7日 内蒙古水利电力厅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积极开展引洪淤灌。

喀喇沁旗根据此通知精神，开始兴建引洪灌溉工程。

7月下旬 在全旗范围内出现一次大暴雨。自25-"-'28日降水量为176毫

米。河水暴涨，出现历史上第三次大洪水。公爷府水文站测得洪

峰流量为743立方米每秒。公爷府河南、河北防洪堤被冲垮，大水

沿决口处顺流而下，一片汪洋。公爷府镇全体职工和社员群众奋战

几昼夜进行抢险。昭鸟达盟委、盟公署派飞机空投抗洪物资。

1963年

喀喇沁旗对现有水利工程进行了清查整顿，同时建立了灌区

使用管理等规章制度。于1964年8月；全部完成清理整顿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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