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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一、本志记述上起1906年 (清

二、本志以事立章，共分9章。

章设节，节下有目，逐层统属。

三．．本志资料来源：建国后的

室、县区划办公室资料室以及调查

志》，伪满统计资料和民间口碑等

四、本志纪年一律采用公元纪年。但是在1945年以前，除记公元年

外，还注明朝代、国号年。在篇章中第一次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用全

称，其后简称“建国前”或“建国后”。

五、各个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及地域名称均用原名，必要处加注今

名。

六．．本志凡称“党”的均指中国共产党，称为“党支部”、“县委”

的均指中国共产党所属组织；凡称“政府”的指人民政府。

七、文中数字，以合乎习惯，方便阅读，节省篇幅为原则，一般全

用阿拉伯数字。

八、本志计量采用公制，随文附表，并插入工程照片和珲春灌区现

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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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珲春灌区为国营中型自流灌区，隶属于珲春县水利局。灌区位于珲

春河下游平原，东至杨泡乡，西至图们江边，北至英安镇， 南至板石

乡．灌区南北宽约15．5公里，东西长约32．5公里，控制土地面积22848

公顷，1985年耕地12174公顷，其中水}丑7660公顷。

珲春河是灌区的主要水源，珲春灌区以珲春河为界分为河南灌区和

河北灌区，河南灌区在珲春河左岸杨泡和图鲁两处设拦河坝引水。河北

灌区在珲春河右岸哈达门河东村上端和自兴村南端设闸门引水。除此

之外，南北灌区各自还利用区间支流水实行补充灌溉。

珲春灌区地势较平坦，土质肥沃，主要土壤是白浆土、j草甸土和冲

积土。多年平均气温为5．5。C，灌溉期平均气温为17．5。C，多年平均降

水量618毫米，历年平均日照时间233 9／1",时，灌溉水源充足，适应为水

稻生产。 ‘

，

珲春灌区的开发历史比较早，据调查在1906年珲春平原的朝鲜族农

民当中，利用一些沟盆水种植水稻面积共12．6公顷。1916年珲春河下游

平原的水田面积扩大到318．4公顷。随着水田面积的逐年扩大，于1923

年8}2由日本人经营的间岛救济会投资旧币2．2万元，在板石乡南秦孟村

首次建成5450米长的引水渠(现新农灌区干渠)。从此南秦孟、图鲁、

柳亭、新农一带的水田面积由100来公顷扩大到560公顷。为了进一步开

发平原地区水田，在伪东满拓殖会社支持下，以关魁廉、李龙得等人为

首的当地头面人物组织民兴水利组合，从1933年秋开始动工兴建河南灌

区，到1938年为止共花伪币7 1万元，修建了干渠25公里，渠首设在

珲春河左岸泡子沿村上端，渠道终点到板石乡西孢台。由此河南平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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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面积进一步扩大，据伪间岛省农业统计资料记截，1938年河南灌区水

田面积达1870公顷。但是，1939年开始日伪县公署强迫当地农民，把水

田让给日本开拓团移民，这些日本移民不善经营水田，又不维修渠道，

致使灌溉效益有所下降，1940年灌区水田面积下降到1630公顷，1944年

灌区又被洪水冲毁多处，1945年灌区水田面积只剩1570公顷。

东北光复后1947年5月，吉林省政府决定修复珲春河南灌区。为此，．

国家贷款2．5万元，珲春县政府组织纯义区、崇礼区农民修复干渠24公

里，新建孢台河进水闸和渠道10公里，七号支渠进水闸及补充引水工

程，当年扩大水田700公顷，河南灌区实灌面积达2270公顷。

自1948年至1950年间，珲春县政府组织成立河北灌区开发工程指择。

部，由副县长关成发担任总指挥，组织三区水利合作社(城关区、勇智

区、兴仁区)经过3年施工建成干渠30．14里，支渠49．9公里，配建大

小渠系建筑物120多座。河北干渠建成后1950年新开水田面积达1500公

顷。这期间河南灌区的广大群众也继续动员逐年完善干渠工程。1950年

至1953年间河南灌区修建了杨泡渠首柳条压石壅水坝，1956年至1957午

间又新建松林河截潜流引水工程和东阿拉抽水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多年来，珲春灌区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

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经过受益单位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艰苦

奋斗，不断整修灌区工程，改善管理工作，逐年扩大了灌溉效益。尤

其，在1978年至1981年期间，将河南、河北两大渠首柳条压石临时性拦

河坝改建为毛石混凝土永久性结构拦河坝，彻底改善灌区取水条件，并

于1983年开始逐年实行灌区改建工程，灌溉效益不断扩大。1985年灌区

实灌面积达7660公顷，比1945年东北光复初期．(1570公顷)的4．2倍，

比1949年建国初期(2520公顷)的3．2倍多，‘．1990年实灌面积达到7900

公顷。
’

珲春灌区管理处于1954午成立40多年来始终坚持为农业生产服务



的方向，认真抓好工程建设和管理工作的同时，注意抓好用水管理和灌

溉试验。从1962年开始逐年实行简易配水方法，1975年改进了灌溉技

术，普遍推广了“浅、深、浅”灌溉制度。从198 1年开始实行水稻间歇
灌溉新技术试验，为适时适量供水，节约水量，促进水稻增产提供了科

学依据。

珲春灌区较大渠系建筑物有368座。其中河南灌区的40％左右是日

伪时期修建的，工程老化，长期带病运行。为了管好灌区用水，保证水

稻生产，灌区管理处坚持专管与群管相结合和以水．养水的原jn,4，依靠广

大群众办好灌区。在实际工作中注意发挥灌区管理委员会和灌区代表会

的作用。对于较大工程的修建，灌溉供水和配水，征收水费及使用计划，

群众性渠道清淤等项工作都按时提交管理委员会或灌区代表会研究

确定。为了解决工程维修经费，灌区管理处坚持征收水费，主要用在工

程建设和维修上，到1985年为止共收上水费219．27)-元，其中直接投入工

程建设和维修的资金109．2万元，占50％。累计到1990年为止收上水费

款达387．25万元，其中投入工程建设及维修资金达233．35万元，占总水

费的74．8。这给改善灌溉条件，保证灌溉用水，促进灌区水稻增产起了

重要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金会以来，珲春灌区在体制和经营管理等方面逐步

进行改革，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实现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职工

队伍普遍达到初中以上文化水平，工程技术人员受到重视，有的工程技

术人员担任了处和各室、组的领导职务。在管理工作中建立岗位责任

制，水费征收实行按用水面积和水量收费，使灌区管理工作逐年出现了

新气象。1980年以来珲春灌区连年被评为县、州水利系统的先进单位，

1983年和1985年被评为省水利系统的先进单位。

但是，目前灌区工程和管理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南北

干渠渠系建筑物多数是五十年代初期建成，其中河南干渠的40％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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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日伪时期修建，由于工程年久老化，多处遭到破坏，输水能力较差，

直接影响水田灌溉；渠系配套不完整，配水口布局不合理，支渠从干渠

取水后直接灌田，加之取水，口过多，难以控制各支渠水量，结果年年出

现干渠上游端大水漫灌，下游端几乎年年缺水现象。r

这些问题从1983年开始随着灌区改建工程的实施，逐年得到改善。

总之，建国40多年来珲春灌区大力扩大水田面积，而且产量和经济收入

逐年增长，给灌区受益群众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有了很大促进，

因此广大干部和群众更加关心灌区的建设和发展。



第一章灌区自然概况

第一节 灌区位置及范围

于珲春河下游两岸的珲春平原上，东至杨泡乡，西至图

们江边，北至英安镇，南至板石乡。灌区内有哈达门、杨泡、马川子、

镇郊、珲春镇、板石、三家子、英安等8个乡镇，79个自然屯和1个国营

农场。1985年总人口98588人，其中农业人口63000多人。

珲春灌区由珲春河两岸取水，以珲春河为界又分为河南灌区和河北

灌区．珲春河是灌区的主要水源，总流域面积3 963平方公里，灌区以上

流域面积3293平方公里。河南灌区在珲春河左岸杨泡和图鲁两处设拦河

坝引水，河北灌区在珲春河右岸哈达门拦河坝引水。除此之外，灌区内

部分地段利用区间支流如头道河、松林河、袍台河、太阳河等水补充灌

溉。全灌区南北宽约15．5公里，东西长约32．5公里。灌区控制土地面积

22848公顷，1990年耕地面积12174公顷，其中水田面积7900公顷。

第二节 地质、地形及土壤

灌区地质属于吉黑华力西期褶皱带的珲春复向斜，区域内曾经受了

华力西晚期、燕山期、喜马拉雅期的构造运动，燕山运动后期伴随褶皱

与断裂，侵入花岗岩奠定了区内地质构造的基本轮廓，经过长期的侵蚀

夷平作用后，。受喜山运动的影响，陆地不断上升，并伴随断裂活动，形

成了珲春含煤的堆积盆地。这正是位于灌区内著名的珲春矿区。进入第

四纪后由于地壳的不均匀升降及河流的强烈下切作用，形成了灌区范围

现代地貌形态。



灌区地貌按成因及形态特征可分为河漫滩地，一级阶地，二级阶地

等。珲春灌区大部分水田面积分布在一级阶地平原和二级阶地部分平地

上，旱田大都分布在二级阶地和河漫滩地上。扩大水田的潜力在二级阶

地平原内较多。

第三节 气象、水文

一、气 象

珲春平原属于近海洋性中温带季风气候区。由于靠近日本海冬夏气

候受海洋影响十分显著，夏季气候温和潮湿，多阴寡照，雨量充沛，容

易发生洪涝和低温冷害。

根据珲春气象站1956年至1985年的观测资料，珲春平原多年平均降

水量2613．6毫米，6至9月降水量平均值)白434．7毫米，占全年降水量的
‘

70．8％。多年平均气温为5．6。C，极端最高气温为36．8。C。(1967年7月

20日)，极端最低气温为一32。C(1972年2月6日)，极端最高气温30。C

以上的天数全年只有12天，由于受东南海风的影响，所以盛夏不太热，

严冬不太冷。多年平均活动积温为2320。C至2660。C之间，灌溉期(5至

9月)多年平均积温为2459。C至2668。C。无霜期为140天至150天，初霜

‘9月21日至10月15日，终霜5月1日至5月17日。 多年平均日照数为2339小

时，日照百分率为52％，是全州日照少的县份之一。平原干燥度平均值

2o．8．1956年至1985年的30年期间湿润年为10年，半湿润年2 6年，干

旱年为5年。因此怕涝不怕早，有利为农作物生长。

气候不利的条件是低温冷害，作物生长期5至9月积温小于2400。C，

7月8月温度小于19。C时，农作物容易受冷害。 自1956年至1985年的30

年期间，延迟性冷害有5年(1960年、1963午、1966年、1974年、1977

年)。



二、水 文

珲春河河南灌区渠首以上流域面积为3293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径流

深为350毫米，保证率80％的全年来水量7．715立方米，灌溉期来水量为

1．915立方米，’灌区范围内的多年平均径流深为400毫米。珲春平原多年

平均降水深为6 13．6毫米，降水总量23．2亿立方米。 由于受日本海的

影响珲春河南平原受台风袭击的频率较大，降水量的年际变化及年内分

配也不均匀。根据1957午至1980年的24年统计资料，降水量最多的年份

是1959年，年总降水量2842．9毫米，降水量最少的年份为1977年，年

总降水量为365毫米，多雨年竞为少雨年的2．3倍。降水量年内分配也极

不均匀，仅6至8g降雨达全年的一半以上，珲春平原第一场透雨历年平

均日期是4月下旬，雨季终止日期历年平均是9月上甸，最紧张的汛期历

年平均7月下旬到8月下句。平原的夏季雨量占全年雨量的5 9％，而冬季

则不到金年雨量的5％，农作物生长季节5月至9月份降水量达484毫米，

占全午雨量的80％以上。由此看来珲春平原的降水量充足偏多，又处江

河下游，旱涝灾害中以涝为主，但也有旱年。



第二章河南‘灌区

第一节 灌区早期水田及开发工程

珲春平原水田开发较早。据珲春县志记载，1906年珲春有零散水田

共12．6公顷，1911年增加到185公顷。在1919年珲春河下游平原11个地

方(小红旗河、马圈子、电线．．炮台、太阳、张六、图鲁、南秦孟．．柳

亭、骆驼河子、勇新)水田面积达到318．4公顷。 当时种水田灌溉没有

稳定的水源和渠道，也没有渠系工程，在一些能够引水的小块地上培土

埂整平灌水后直播稻籽或种旱稻。因此经常出现稻田水源枯干或被洪水

冲毁现象。但水稻在五谷中是细粮，农民群众特别是朝鲜族农民种水稻

的户逐年增加，由此需要灌溉的水利工程也开始上马了。

河南灌区最早修建的灌溉工程是板石乡新农灌区，建于1923年8月。

此工程由日本人主办的所谓间岛拓殖会社救济会投资旧币2．2万元，在

板石乡南秦孟一带建成引水渠5450米，渠首位于珲春河左岸图鲁村附

近，灌溉面积560公顷。据《珲春乡土志》记载，1927年全县水田面积

发展到1425公顷。

1933年，在伪东满拓殖会社支持下，以当地头面人物李龙德、关魁

廉等人为首组织成立民兴水利组合，开发河南灌区，由水利组合负责勘

测设计和施工指导。．横跨杨泡、马川子、板石三个乡的河南干渠工程于

1933年秋动工，1937年初初具规模，1938年全部建成，总投资为71万元

伪币。渠首设在珲春河左岸泡子沿村上端，为无坝引水，设计最大输水

能力9．7立方米／秒，渠道终点在板石乡西孢台，总长25公里。 由此河

南平原水田面积迅速扩大，据伪间岛省农业统计资料记载，1938年河南

灌区水田面积达到1870公顷。自1939年起日伪县公署强迫当地农民，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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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田让给日本开拓团移民。这些日本移民不善经营水田，也不维修渠

道，致使灌溉效益有所下降，1940年水田面积下到1630％濒，1944年灌
区被洪水冲毁多处，1“|945#-“8·15”．东北光复时部分工程又遭到破坏，

灌区水田只剩1570公顷。’
·

．第二节 光复后灌区修复工程

河南灌区的修复工程是1947年开始的，1947年5月吉林省政府决定

修复珲春河南灌区，为此国家贷款2．5万元。，纯义、崇礼两区农民群众

各自组织成立区水利合作社芗动员大批劳动力积极投入河南干渠的修复

工程。经过两个月的紧张施工清理、维修干渠24公里，同时新建石包台河

进水闸和渠道5公里，7号支渠进水闸和渠道10公里等灌区补水工程。

因此当年扩大水}丑700公顷，河南灌区实灌面积达到2270公顷。进入五

十年代后河南灌区的农民群众逐年完成春秋维修渠道工程的同时，在杨

泡渠首新建了柳条压块石壅水坝。河南渠首原来无坝引水，而多年运行

中渠首进口段逐渐被砂卵石、细砂淤塞，加之1950年和1951年大洪水把

河床和水流变移，直接影响渠首引水流量。因此从1951年冬季开始动员

400多名劳力和100多台牛马车，进行采石、运石、砍木料、割柳条等备

料工程，1952年春季集中人力、’物力突击施工壅水坝，坝体为打木庄柳

条压块石的临时性拦河坝，坝长110米，坝高平均2．5米，上宽4米至5米，

完成土石方1．3万立方米。1956年10月至1957年5月，河南灌区新建松林

河截潜流引水渠2．5公里和东阿拉电灌站等补水工程。六十年代的初期

河南灌区年年动员效益群众进行渠道清淤工程。1965年8月的洪水把河

南灌区渠道冲毁56处，长度11．5公里。秋季动员大批群众突击修复水毁

工程，完成土石方7．5万立方米。在十年动乱年代里灌区维修工程也进

展不大。1970年军_1979午间河南灌区除渠道清淤工程外，还年年进行渠

首拦河坝的维修工程，灌区农民在学大赛运动中狠抓田间工程，到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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