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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县人畜饮水工程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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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阳坡水库库容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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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坡水库侧图

+城庄沟南峪沟流城治理



序一一’

■晨斗

水．生命之源；土．万物存在之本．

水利水保工作是以管好用好水．土这两个原始而简单的物质，使其为人类社会的存

在。发展，进步到高度物质文明社会服务为目的的．这是一项十分复杂．异常艰巨．长勰

丽又伟大的事业．

而今，临县水利水保工作正处在我国深化改革．大力发展水利水保事业的{仁常时期．为

进一步搞好水莉水保工作，我们组织专人编写了这部20余万字的《临县水利水保志》．这

实在不是一件易事．也是值得庆幸的喜事。

‘帖县水利水保志》本着实是求是的原则。从自然环境．水资潦．水利水保工程建设与曾

理．水利科技，机构沿革等方面。较为详尽地记述了我县多年来水利水保事业的发展状况和

一系列重大事件，是我县历史上第一部水利水保专志．该书的编纂可对我县_水利水保事业婀

发展提供很好的研究资料，也将为实现全县稳定睨贫．兴临富民的宏伟目标发挥其积极的作

用．

由于资料不足，编审人员水平有限。《临县水利水保志》的成书确有不如人意之处，我

'n真诚企望各位领导，专家．同行．朋友们阏后提出宝贵意见．也盼以后续志者弥补．

1993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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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文修

有位科学家说过；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无异于中华民族的大动脉出血二

临县地处黄土高原吕梁山西麓．西傍黄河．是水土流失的重灾区．一部临县的发展史就

是全县人民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的历史．据测算，在临县297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年

流失的泥沙达4000多万吨，致使广大山区土层逐年变薄，涵养水i15c下降，生态环境日趋恶汜．

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全县人民艰苦奋斗，治山治水。大力兴修水利．发

展水土保持事业．特别是党的十一厢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县人民

迎来丫水利水保事业的新时期。嘲家每年投入数百万元用于治山治水和改土工作．历届县

委、县政府带领全县人民同心同德．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的改变。取得了良好

的效益，极大地推动了全县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

盛世修志．为了总结我县水利水保攀业发展的经验教训·推动全县农业生产条件和生

存环境的进一行政善，我们组织专人，编写丁这都《水利水保志》．在这部志书韵编纂过程

中，上埘水利水保局的领导班子在人员组织．篇目设计等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为顺利完成全|邙书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届局领导班子组建后，继续致力于志书的编印工

作．终于使全二捂付梓成册．因此，这个志书的完成本身就是一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工

作．书稿的出版将是水利水保战线广大职工以及全县人民值得庆幸的事。

在这部志书的编纂过程中，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

编纂工作，对全县的自然环境．水利工程、水土保持、投资与效益．水利科技、机构沿革

等都进行丁客双实际的记述．暇此，这部志书既可以为全县农业生产提供指导，也是全

县人民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光辉史册．

这部志书从组织准备到资料收集．从编写书稿蓟付印成书，得到了各级领导和各界同

仁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全体编纂人员．他们爬山涉水。翻山越岭．调查采访，收集

资料，为编写此书付出‘T大量艰苦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编纂经验不足，水平有限．这部志书还有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望各位々寡

J肴行给予批评指正．

一九九四年九月三十日



凡

一、奉恚为临县有史蚪来首欢螭写饷承利永保专生赢．上瑕不作统一规定．记自事

端．下限蔓1090年．

二．本瘩按章。节，目．子目四个层欢排列，逐层统属·横排竖写，以文字记述为

主1．适当瓤圾圈．衰．照片·较系统地记载了临县水利水保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首有序言、凡捌，尾有融永，后记，正文始为概述．沫为大事记．共由lo章

36节组成．

四，本志韵记述内容骐现代．当代为主。以现状为主。适当追述历史发展状提．在记

述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舶原刚．如实反映事物发展的奉来面目，以达到。资治、存里、教

育’韵目的． ．

五，奉志采用资料．194,9年以前取自民国．清代旧《1临县恚》、《汾州府志，及

有关书刊．挡案资料；建昌后主要来自llI西省．晋中地区、吕粱地区有关术利求保资料．

县档案局、统计局、水利求保局和农，椿，气象．区翘等部门以及调查访问口碑材料

等．数字以本县统计局、承利水保局为准，为节省篇幅，在正文内均不注明出处．

．六，本志采用现代语棒丈，捌用历史资料保留原文体，加注标点符号．对历史纪年接

当时纪年记述，括号肉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坦减立后，一律采翔公元纪年法．

七，本志凡称“建国’． 。建目前”． 。建国詹。均指中华人民菇和国建国前后；凡

称。党委1、 。县委。，’地委。、 。省委”坶指串茸共产龙各级组织；足称‘地区”指

吕粱行署；凡称。政府。．。人叠’、 。革委’韵均指人民敢府．

八．本志因。农田基奉建设”的内容分射在第三章(畚翮工程建设与管理)与第四章

‘水土保持)中记之，赦不设。农田基本建设。专聿．



概 述

’

临县啦乎普钙吕粱山麓．介于东经l 10‘39’40，至l I 1．18702，．北纬37‘35’52，荃

38。14，19，之间．东西最大横距．．南北最大纵距均为7l公里．总面积2979平方公里．东与

方山相连，南接离石，柳林，西濒黄河与陕西吴堡．佳县隔河相望，北与兴县为界．城关

镇为县政府所在地，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全县设lo个镇28个乡，共有1250个自然村．1025个村委．1990年总人口为503945人，

其中男265805人，女238140人．农业人1：1472731人，占总人口的93．8％．人I：Z密度每平方

公里169人．

境内除少致±石山和沟川河谷外，大部系粱峁发育、。地形破碎的黄土丘陵区．在连绵

的丘陵中，只有湫水河、月镜河形成大小两川．大川从东北到西南贯穿垒县，长90公里．

川面最宽不过1．5公里：小川从东北而西南，长48公里，川面最宽不到l公里．地形东北

高西南低．呈17‰的倾斜坡面．程家塔乡柏榆庙山海拔1924米，为最高点，碛l：i镇黄河滩

头海拔657米，为最低点。土壤以黄土为主，其中离石黄土分布最多．全境属暖温带大陆性

气候，一年内四季分明．冬季寒冷干燥．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炎热雨量较多，秋季温和

湿润。平均日照时数7．7Jb时，年平均气温8．8。C．年平均降雨量518．3毫米．降雨多集中

在7．8，9三个月，可占刭全年降雨量的62．5％．降雨最多为867．1毫米(1961年)。

最少为204．2毫米(1965年)．多年平均太阳总辐射为140．7千卡／平方厘米．极端最高

气温37’C，极端最低气温--24．8‘C．无霜期160天左右．

． 境内水资源较为贫乏．水资源总量(除过境黄河客水外)为2．75亿章方米．其中地下

水资源0．767亿立方米，地表水资源1．983亿立方米．由于径流集中在降雨季节．峰高量

犬，来疾去速，难以调控．大量水源弃于黄河，无法利用．据1985年县水利部门调查分

析，全县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年需水量为3269．9万立方米。占水资源总量的I 1．9％．占

地表清水流量和地下浅层水资源量的26．4％．1985年以后．由于工农业生产和乡镇企业迅

速发展，人Ⅱ大量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需水量与日俱增．加之工业废水的

污染．地表水日益减少．侠需失调现摹越来越明显．要解决供需矛盾，节约甩水．计划甩
f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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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治理污染已成当务之急．势在必行．

’培蔓料L记载，’葚斑古代曾是檬掣藿盖．山青柬秀的地方．随营林荤植被的减少，生态．

蝴教蛛j气候枭梓的变化，目然灾鲁不断增多．日益频繁．尤以旱灾为重，加之犬量
水土流失，以致地瘠民贫，长期处于夯困落后秩态．人们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与自然灾害。

●

进行了长期斗争．。早在明朝夫顺．万历年闻，就开渠引溉，蔷水利民，但因。湫水东西迁

改。．且。JIl慌湍急，冲刷醯常，纵有筑堤砌坝近河床开滩地者，一旦河伯肆虐，则付之

横流，不能恃为恒产．。(见《永宁州志》)明西浙诸葛侯任知县时， 。见山田川田均‘

不得其利，乃刨琉渠筑坝．引水滋田之制．其槊道之深与宽相等，其堤堰之高与厚相等，

|；l堤堰逆其水，以渠道分其流，弓I而注之千南亩．’。故邑人技以播种．耕耨而岁得丰

收．’明弘治四年(1491)，知县高竣在县城东湫河开始筑堤防洪护城，毁后经数次筑

而复毁．直到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知县丁宗懋才修好198丈同是．至今未毁。明清时瓤

虽有人兴修水利，但。湫川左右以及IIJ涧沟湾得占水利者不及百顷。”到民国七年(1918)，

全县有榘道48条．总长1 10余里，灌田9000余亩．渠道多为泥渠。洪灌一水。遇冲再筑。

也有少量利用泉水浇地者。1937年晋缓边区建立后．曾先后三次颁发兴修水利奖励办法，

鼓励群众挖泉、开渠．打井，恢复扩大水浇地。到1949年．全县水浇地仅有2万余亩．至

于治山治沟，控制水土流失，成效不大．

新中国成屯后，中共临县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十=}}审视发展农业生产，为改变农业生产

基本条件．把抗旱，防洪．必修水利、大搞水土保持工作列为最要议事日程．政府除设氍

专门机构负责水利水保工作外，国家每年投入大量资金和物资无偿支援群众治山治水．建

设基本农田，控制水土流失。在各级政府的美怀资助下．全县人民发扬自力殳生、艰苦奋

斗、 。愚公移山”的精神．经过30多年的艰苦努力，修建了一大批抗旱，防洪，灌溉．水

土保持和人畜饮水工程，绿化了一崖座山坡，治理了一条条沟壑，有效地改变了恶劣的生产

条件，改善了生态环境．控制了水土流失。截至1990q：底，国家资啪临县水利水保#!资达

3663 s；fi元．群众投．工3042．8万个。动运土石方工程总最6880．9万立方米。共修建成中型

水库l座 小型水库6座。池塘26个，万亩以上灌区1个，小型亢流渠道67条，l34公里，胁洪

堤坝58．1公里，机电灌站396处，机电外l 68眼，人畜吃水工程297处。水浇地面积1}{建国初的

2万亩，发展到5．63万亩，新增滩地i．I万亩。解决T297个村庄，1 1万余凡，5500头大牲

畜吃水阑难问题。修建水平梯田63．82万亩，沟坝地6．38万亩，早平垣池1．59fi]}f，彳i造水

保林88．1万亩。种草7．74万亩，封山育株3．74万卣，初步控制水土流失面移!172．47万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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