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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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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言
。《沽源县水利志》以正确的指导思想，真实的资+料，·朴实的文

笔，‘概述了沽源县的地理条件、’水资源状况、．’水旱灾害、。蓄水工

程、引水灌溉工程、『’提水灌溉工程、饮改水工程、：。水土保持工程、

水利管理等方面内容。全书共十j章四十余节，全面记述了沽源入

民在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卞，向水旱灾害作斗争的光荣又曲’折

的历程。这部书是沽源县第一部水利专业志书，是沽源县人民、科

技人员和各级干部与水旱灾害作斗争的一部战斗史。书．中既有经验

又有教训‘，是我们在今后工作中的÷面镜子。’1j认真读一读这部书，j、

可增进对养育自己的这块土地的真切了．解，·加深对前人创办事业的

热爱之情，激发我们为振兴沽源而锐意进取的精神。， ’、．．

． 从‘‘志书"的大量篇幅来看；尤其近40年的生产实践证明，干

旱是沽源县最大、最重的自然灾害，人民长期贫困的重要根源，它

严重地影响着全县人民的生活，也严重地妨碍着各项经济建设的发

。展，防治干旱的斗争是全县人民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看不到

或轻视了这一点就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

o从建国初到80年代初，全县人民在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尽

+管几经周折，．但还是坚持不懈地兴修水利向干早作斗争。全县兴建

了不少水利工程，水浇地曾达20 2万亩，，有不少乡村水利．工程配套

成龙，在大旱的1978年曾创亩产小麦200，--300公斤的高产纪录。事

实证明，前人为了改变生存条件，战胜水早灾害的决心没错，带领

群众坚持不懈地兴修水利的动机没错，．保存下来的水利工程，仍是

造福后代的工程，国家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在水利建设中，，曾有工程

．摆布不当，战线拉得过长和急于求成等缺点，出现了一些错误，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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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些损失，但这主要是缺乏搞大规模水利建设的经验和对县情

的认识不足造成的。真正的问题是有些乡村对水利工程管理不善，

靠天吃饭的思想严重，所以一度出现了填井、拆井房、扒水利工

程石头盖私房，‘使全县人民30多年流血流汗辛勤．劳动建成的一部分

水利工程毁于一旦，全县水浇地面积锐减，在大旱的1983年仅有1

万余亩水浇地。在连续大旱的1 980年、1981年、1 983年出现了农业．

歉收、～粮食减产，各业徘徊不振，人民生活下降，依靠国家救济度

日子的局面。 ，．

‘

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更加聪明起来了．我深信全县

人民在党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在县委和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

发扬艰苦创业，自力更生的传统，总结经验教训，克服困难，．坚持

以农业为基础，走抗旱夺丰收的路子，，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济，脱

贫致富奔小康的愿望就一定能够实现·．一个繁荣昌盛、百业兴旺的

新沽源必将展现在河北大地上。’

《沽源县水利志》的编写出版，时经四年，主编、编委几经变

动，多人参编。参编人员克服困难，艰苦工作，终于很好地完成了。

任务．其间，《张家口地区水利志》主编岳愚和《沽源县县志》编

委陈建国，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审定修改，有些章节是他们亲手编

写的。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县档案局、统计局、民政局、气象局等

有关单位和水利系统离退休老干部以及工程技术人员的大力支持，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谢意： ．

、j

由于志书资料涉及面广，难以尽收，‘加之编写水平有限，难免一

有错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1．

沽源县水利水保局局长王进义．

1 9 9 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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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客观地记述史实j坚持详今略古，详主略次的原

则，力求体现科学性、地方性、真实性。

2．本志上限尽力前推，下限止于1985年，有的章节为求记事

完整，适当下延至搁笔时。 、．

．3．本志记事范围为1'985年沽源县行政区域。

、4．本志采用语体文∥力求文字准确、鲜明、简洁、顺畅，专

业术语尽量大众化。

5．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本县水利文书档案、有关图书资料、

刊物及部分口碑资料。 ，’，．

6．志书中的“建国前"、 “建国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前后。建国前纪年皆用传统的历史年号，并括注公元纪年。建国

‘后皆用公元纪年。党政机关等单位第_次出现时用全称，并括注简

称，以后用简称‘j
’

7．志书’中的数字用法，‘均按国家规定的行文规范书写。

8．’志书中涉及的度量衡单位，：一律以全国通用公制为准。引

用资料时，对旧制计量单位照实记载。

’9．，志书中加注释的词语，均在其后括号内注明。 ’，

’

1 0．’|．志书采用章、．节、目体j’志前设概述，志后设大事记和附

录，彩照集中于前，图表置于有关章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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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沽源县位于河北省北部，内蒙古高原南端，东经1 1 4。50’～

】16。04’，，北纬4l。14’～41。56’，东与承德地区丰宁满族自治县．相

掷；南与赤城、，崇礼、张北三县相连，．西与康保县接壤，“北与内蒙

‘古自治区太仆寺旗、正兰旗、多伦县连接，县政府驻地平定堡镇·

一早在新石器时期，沽源县_带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古代均属少

：数民族游牧狩猎区。．．·辽属西京道奉圣州。金属西京路桓州·宣德

，州；。元属-中：书省上都路。明属开平卫。清属直隶省口北道独石厅·

民国．初为察哈尔特别行政区兴和道所辖‘‘民国三年设独石县。民国

一四年改称沽源县一因沽河(今自河、)发源于县境内救龙泉而得名．

民国十七．年隶属察哈尔省。日本军侵占期间称宝源县．。1945．年日本投·

．降后设宝源县。．1 946年恢复沽源县。‘1948年改设宝源县。’1950年恢

’复沽漏募。195·8年撤销县治并入张北县。1960年恢复县治至今。1985

年全县辖1镇1 7乡23 1个村和1个街4个居委会，人口21．5万人．县

二境东西最长距离103公里，南北最宽79公里，总面积3646公里2，耕地

：166万亩，+农业人口19．36万人，人均耕地8．58亩． 一

‘’沽源县自明朝以来人口逐渐增多，农垦面积日益扩大，形成了

12：(农业为，主兼营牧业的经济体系。‘但因地势高寒、干旱、+霜冻、风

也等自然灾害频繁，文化经济闭塞落后，农业耕作粗放；人民依靠

广种薄收勉维生计，十分贫苦。
‘

县境以内水资源不少，但利用的不多。新中国建立前只有_些

土石井供人畜饮水，极少浇地。‘建国后，中共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

重视发：展农牧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发动、组织群众兴修水利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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