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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苏尼特右旗水利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1

想，力争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限据实上溯，下限断至1988年，有些水利活动的追

溯未受断限的限制，部分章节内容有所延伸。本着详今略古的原

则，取事重点放在1949年7月苏尼特右旗人民政府成立后。

三．本志记述苏尼特右旗水利建设事业的发生、发展和现状，以

反映苏尼特右旗各族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水利事业所

取得的伟大成就和主要经验教训。随文配以必要的图、表、照片。

四．本志所引用的资料均注明出处。

五．历史纪年及数字用法均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出

版局等七个单位联合颁发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为准。

六．本志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一般按习惯称呼。第一次全

称，以后为简称。文中“旗委’’、“党委’’、“党支部”均为中国共产党各

级组织的简称。。政府’’系各级人民政府的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前一或。后一简称。建国前一或“后一。苏尼特右旗亦通称“西苏旗一，

故本志两名称通用。

七．本志计量单位，以国家标准计量法换算为公制。

八．文中专业图不作划界依据。



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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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国许多地方正在开展编纂江河水利志的工作，这是我

国文化史上一项空前的盏事。我国的史乘中，虽有不少有关水‘利的

专门著述，但无论内容或形式，都不可与当代江河水利志同题并

论。至于象苏尼特右旗水利志这样的以牧区水利工程为主要记述对

象的科学专著，则更是领异标新的事业。要写成功这样一部新志，

其艰难程度是可以想见的。

好在该旗水利局的领导和编志者有志于此，把编写水利志作为

全面了解客观环境、探索历史发展进程的主要经验教训，以利继往

开来的一件大事来抓，有胆识，有远见。并且，苏尼特右旗的牧区

水利建设和改革开放以来所开辟的康庄大道以及卓有成效的业绩，

都已远近闻名。再加上编志者的辛勤努力和不懈的追求，都是苏尼

特右旗水利志必定成功的可贵因素。

现在出版的《苏尼特右旗水利志》，经过专家的审查和鉴定，

认为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科学、系

统、全面地记述了该旗水利条件、优势劣势、水利事业发展进程和

历史经验教训，以及水利对牧区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等。是一部成

功的专业志书。

这样一部志书的出版，不仅对苏尼特右旗水利事业和文化事业

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对其他地方的水利志编写工作也是极大的促

进。

我庆幸曾有机会到苏尼特右旗参加水利志的审稿活动，目睹牧

。P‘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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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瑰丽风光和水利事业的卓著业绩，特别是该旗水利局领导和编

志者的创业精神，给我提供了许多富有启迪作用的学习内容。以上

这些，都是我乐于应邀为此志书写序的动因。 。

作者：系武汉水电学院水科所副所长．副教授。

黎沛虹

1991年9月于武汉



序 二

戽 一
，J 一

苏尼特草原历代兴修水利，都以打井找水为重点。元朝太宗年

问，窝阔台皇帝就兴打井，布设驿站，引进了大轮车。当地老户

讲，现民用土井中有些就是当时找到的水源。这些说法虽无考证，

但它却无可辩驳地证明，我们的祖先为了在这块土地上生存，曾向

大自然进行过不懈的斗争。遗憾的是当时没有详实记载。

苏尼特草原虽有广阔的天然草场资源和丰富的矿藏，具有得天

独厚的发展草原畜牧业的优越条件，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大片的缺水草场不能开发利用，草场利用面积不足全旗总面积的一

半。面对大片的缺水草场只能望而兴叹，只有在冬春积雪时节才有

部分大畜留迹于缺水草场边缘。因此在苏尼特草原从古到今以

“水’’命名的地名举不胜举，干旱缺水的牧民只能以此寄托渴望早日

开发缺水草场的愿望。而且本旗境内从古至今灾害频繁发生，加之

在王公贵族的奴役和旅蒙商的盘剥下，广大贫苦牧民饱受痛苦。人

畜不旺，’生活低下。到建国初全旗仅有8 000人，J7 7万头(只)牲

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展开了牧

区水利工作，全旗各族人民群众为改造大自然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

争。尤其1959年设置水利机构以来，牧区水利建设事业得到发

展。从开辟荒无人际的塔木沁塔拉缺水草场着手，3D年来全旗共开

辟缺水草场8 000平方公里。建设了供水基本井；兴建了小水库、

扬水站、机电井；改造了古老的筒井，改进提高了井型结构，在全

旗建成了以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为主的、小型分散的、具有牧区水

利特点的供水体系。在解决城镇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的同时，大部

分苏木、乡、镇所在地吃上了清洁卫生的自来水。建成了稳产高产

的防灾基地，’有部分牧户虽遇特大灾害也可以不挪场。牧业生产正

在摆脱着逐水草游牧的原始生产方式。虽然本旗。十年九旱，三年

l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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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灾，五年一大灾一，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增强。全旗各

族人民和水利工作者为此洒下了辛勤的汗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他们凭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建树丰功伟绩。

在现代兴修水利、治穷致富进程中，涌现出很多模范英雄人物

和可歌可泣的事迹，也积累了很多除害兴利的经验教训。尤其在开

辟缺水草场、探找深层地下水方面更是卓有成效。笔者曾亲临参加

过开辟广袤塔木沁塔拉缺水草场的全部工作，饱尝到牧民远距离畜

力驮水饮用和用杯水洗脸的滋味，也目睹和经历过牧民因水的缘故

几进几出塔木沁塔拉缺水草场时的情景。更令人不能忘怀的是，当

初因机井故障时常停水而出现的人畜饮水危机景况，时时浮现在脑

海中，事隔三十余载仍记忆犹新。历史的教训给我们留下了苦涩的

回忆，但也给我们以动力，使我们不断地改进工作，达到今天基本

井技术普及全旗的程度。

我旗通过三十多年的努力，闯出了苏尼特右旗独特的牧区水利

工作的路子和方法。在开发利用地下水的技术方面进入了新阶段，

为推进本旗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保证作用。随着当今工矿企业的

迅猛发展，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日趋突出，如何使有限的水资源得到

永续利用，发挥更大的效益，将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繁衍生息的大

事，也同样是摆在我们水利工作者面前的一个严峻的课题。总结历

史经验，依法治水，合理开发利用，将是长期和艰苦的工作。
· 虽然我旗过去未曾有过治水壮举，但在平凡的工作中也积累了

一些牧区水利建设的经验教训，将其记入志书以鉴后人，是很有意

义的。经过编纂人员的辛勤劳动，我旗第一部水利志书即将问世，

但还很不完善，恳请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作者：系苏尼特右旗水利局局长。

格日勒图
199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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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其

、l 5月

t

10月

是 年

7月20日

大 事’记

1949年

苏尼特右旗人民政府成立。设立牧业科，代管水利工

作。科长仁沁尼马。

．1956年

由自治区水利局牧区水利工作总队和锡、察两盟水利工

作队，组成电测找水工作组。在境内杨森庙、朝鲁图车站以

北的缺水草场上，开展电测深电法找水工作。到8月份结

束。

由锡盟水利工作队派出打井组在境内打井；当年完成筒

井12眼。

1957年

全旗夏秋干旱。冬白灾，积雪深度1～2尺。自1956年12

月～1957年3月，共降雪11次，连续积雪84天。死亡牲

畜6．19万头(只)。

1958年

全旗已完成打筒井任务213眼。其中内蒙古水利厅打井

队打筒井17眼。

1959年

4月1日 苏尼特右旗水利工作队成立，人员编制12人。行政负责

人孟昭海，技术负责人周云波。

是 年 旗水利工作队用竹弓子打井法，在白音敖日格勒塔作

． 业，打成第一眼机井。井深60米，出水量每小时40吨，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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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年

10月

6月

9fi]

构为木制井壁管。

内蒙古牧区机井总队在乌日根塔拉公社吨旗著名的
缺水草场“塔木沁塔拉”的巴嘎塔拉、哈日呼舒东北约1．5公

里处，打出第一眼深机井XS5卜2号井。相继又在巴嘎塔
拉都布勒吉打出XS59—3号井。

旗人民委员会建立农业科代管水利工作。

1960年

旗人民委员会将农业科改称为农林水利局。

内蒙古地质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于1959年9月～

1960年9月，在本旗温都尔庙与白云诺尔两矿区l 313．44

平方公里区域内，结合水文地质勘探与水文地质试验工作，

进行综合水文地质测绘。提交了《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温都尔庙一白云诺尔矿区供水水文地质勘测报告》和l：5

万的水文地质图。

1961年

是 年 冬季至翌年春共降雪36次，雪深1尺左右，且多白毛

风。越冬后全旗死亡牲畜6．4万头(只)。

冬 由自治区水利厅和锡林郭勒盟联合在本旗温都尔庙举办

了七盟二市柴油机、深井泵训练班。教员由自治区水利厅牧

区水利局委派。训练班学员总计82名，其中本旗学员42

名。

1962年

4～8月 全旗干旱。牧草生长不良，畜膘差。越冬后死亡牲畜。

1．1万头(只)。

5fl 13日

1963年

苏尼特右旗成立机井管理站，人员编制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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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年 旗人民委员会设立牧区建设科，统管水利工作。水利工

作队、机井管理站归属牧区建设科领导。

3月

4月

5月

10月20日

春

6月

7月

7YJ 14日

11月4日

12月10日

是 年

1964年

由机井管理站抽调5人，在乌日根塔拉公社成立机井管

理站分站。

牧区水利专业队成立。编N80人，其中管理人员7人。

旗水利队在都呼木公社桂力顺西热扎木古图缺水草场

上，打出锡盟第一眼深筒井，井深34米。

旗人民委员会提出：“以社为主，队为基础，土井为主，

充分利用现有机井，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加强管理，依靠

群众，国家扶助”的水利建设方针。

1965年

以工人李洪森为主，组织部分水利队职工家属成立了水

泥预制车间。开始试制直径1米和1．5米、壁厚8厘米、高

55厘米的混凝土预制管。7月，水泥管制做成功，成为境内

建设混凝土预制管筒井的开端。

由内蒙古自治区农委组织的。牧业学乌审召”会议参观团

来到本旗考察和学习牧区基本井的管理和使用。

袁振芳等一行8人，前往巴盟阿拉善左旗参观学习打深

筒井技术。

根据锡盟公署(65)锡防字第32号文件的通知精神，旗

人民委员会成立了防汛指挥部。

由旗牧区建设科，举办了柴油机训练班，全旗参加学习

的有60名学员。

孟昭海代表苏尼特右旗水利队，出席了内蒙古自治区农

牧业生产先进代表会议。

近来全旗干旱，牧草生长不良，畜膘差。越冬后全旗死

亡牲畜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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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l 17日

4月1日

4月

10月23日

1966年

风灾。最大风速40米／秒，最小能见度零级，大风一直

持续到18日，历时20个小时。全旗死亡4人；牲畜24．23

万头(只)。

为了掌握苏尼特右旗天然草场供水现状，为开辟缺水草

场提供依据，由内蒙古牧区机井总队、锡盟水利工作队、苏

尼特右旗水利工作队组成普查组，于4～6月完成外业水利

普查工作。7月份提交了《西苏旗天然草场供水现状普查报

告》和1：’20万天然草场供水现状图、1：20万三类草场开

发利用意见图；

国家计委主任汪光伟在内蒙古农委主任满都呼和锡盟副

盟长赛音乌力吉等人的陪同下，来西苏旗视察工作。重点察

看了10号机井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中共苏尼特右旗委员会提出：。水是领路的，草是保证

的，林是巩固的，机是加快的”草原建设口号。同时结合本

旗实际提出了。大寨精神，小型为主，全面配套，狠抓管

理，更好地为农牧业生产服务”的水利建设方针。

1968年

9月29 El 经旗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水利革命委员会。

是．年 近来全旗继续干旱，牧草生长稀少矮小，“越冬后死亡牲

畜1．97万余头(只)。

是 年

5fl

1969年

人春后，全旗干旱。全年死亡牲畜1．85万头(只)。

1970年

杨森扎布任水利革命委员会主任。

撬
慨

F：

隧
翰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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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

1月 孟昭海任水利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夏 贡淖扬水站开始动工兴建。当年建成输水渠925米，渠

道最高5．8米，总扬程8．5米，控制灌溉面积200亩。

秋 自治区水利厅下拨旗水利队SP卜300型钻机l台，为本
旗从半机械化凿井走向全面机械化打井提供了条件。

年 底 乌日图郭勒水库建成。总库容25万立方米，坝长300

米，坝高4．8米。设计灌溉面积1 500亩，有效灌溉面积

300亩。当年投资3万元。因该水库工程没有进行勘测设计

等前期工作，未履行审批手续。因未搞坝基处理，基岩裂隙

渗漏严重，坝体单薄。

4月20 El

4月30日

秋

3月

3,9

10月28日

1972年

旗水利革命委员会首次使用SPJ一300型钻机开钻。自治

区水利厅钻井总队派出1名机长、3名班长协助组建机台。

第一眼机井选在赛汗镇西南(现城建局院内)。

新疆水利厅参观团在自治区水利厅和旗委领导的陪同

下，对2号机井和lO号机井的管理和使用进行了考察。

乌日根塔拉公社组建打井队。在打井中用自己加工的混

凝土管代替铸铁管。

1973年

旗革命委员会抽调水利、草原、农机等部门的10余人组成

工作组，对全旗水利工程进行了大检查。摸清了水利建设现

状，确定了1973～1975年的水利建设任务。历时50天结束。

水利局局长孟昭海带领王万珍、安国强、刘印同等11人

赴河北省衡水专区参观学习打深机井和制作机井水泥管技

术：

旗打并办公室成立，办公地点在旗农牧科。

绘豸麴，工一Ⅷ”蔫

▲一^了I一：■，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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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

年 底

1月3日

7月19日

8月23日

年 底

4月

4月

1974年

苏尼特右旗水利局成立。下设机井管理站，修配厂和

一、二、三机台。旗打井办公室改设在水利局。

阿仁宝力嘎截伏流工程开始兴建。截伏流全长350米，

最大挖深3．5米，静水位3米，流量每小时120吨。

1975年

水利局易名为水利电力局。

水电部农田水利司副司长李淑文和娄溥礼工程师，由自

治区水利局陈耳东、韦仁民、韩平等陪同来本旗视察工作。

桑宝力嘎水库工程动工兴建。工程于10月19日竣工。最

大坝长345米，坝高5米，总库容l 5万立方米。当年投资

6万元。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字七一。部队，分别完成苏尼特右旗

幅K一49一(11)、奔巴图幅K--49--(5)、白乃庙幅K．一

4卜(7)区域水文地质普查任务。普查面积10 946平方公

里，其中本旗面积6 039平方公里。主要目的是查明区域水

文地质条件，寻找可利用开发的地下水源，提供水文地质依

据。此项工作于1976年6月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

水文地质普查报告》和l：20万的图件成果。

． 1976年

内蒙古自治区一。七地质队在苏尼特右旗东南部进行水

文地质普查工作。工作总面积为9 580平方公里，于1977

年12月提出《牧业供水水文地质普查报告》及比例尺为

l：20万的图件成果。

自治区牧区勘探钻井总队和苏尼特右旗水电局的技术人

员将历年来在旗区域内施工的勘探钻井资料进行了收集和整

理，于7月提交了《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草原供水勘探

●一鼍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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