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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言

阳泉，自古属平定川、!管辖。二十世纪初，正大铁路通车，在此建

站。 随着煤铁等近代工业的发展 p 逐步成为晋东的新兴工业城市。一九

五八年八月 至一九六一年四月，平定、孟县、昔阳一度划 归阳泉。一九

八三年八月，实行市管县，平定县、孟县又划归阳泉市。境内， 北有滩

沱河、 温河;中有桃河横贯市区; 南有南川河; 东有全省第一大泉娘子

关泉。天然水资源较富 p 但分布极不均匀，且又山高沟深 p 开发利用极

其困难。历史上虽也建有少量零星小型水利，但效益很少。加之，旱洪

雹灾频繁，广大劳动人民长期处于饥寒交迫、 水深火热之中。

一九四七年五月 3 阳泉解放后 ， 水利事业作为国家治国安民之策和

农业的命脉 ， 在 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为党和人民政府所 重

视。广大干部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为 改变干旱缺水面貌和 战胜洪旱灾害 ，

百折不挠，兴利除害，自力 更生， 艰苦奋斗， 谱写了一曲 曲 治山治水的

壮丽诗篇，为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如春风化雨， 洒满了神州大地， 水利事业同各条 战线一样， 到

处出现了改革、开放、 搞活的勃勃生机。水利改革围绕"全面服务，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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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变型"、 "两个支柱" ( 水费改革和多种经营)、 "一把钥匙" (责

任制) 深入开展，水利工智的经营管理和经济效益有了进一步提高 ， 逐

步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水利工作是一项顺应 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伟大斗争。 我们既要知道它

的今天，予测它的明天 p 还耍弄清它的昨天和前夭。只有这样 J 才 能取

得对自然斗争的主动权。四寸 年来 ， 阳泉水利发展的历程，有成功的经

验，也有失误和教句:i p 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 p 摸清水利发展

规律，正确地继承和运用这些 宝贵经验和历 史资料， 不仅是拮好当 前水

利改革和今后水利建设的重要条件 p 也是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所必需

遵照中央和省、市编侈新地方志的要求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一九八

六年下半年以来，我们本着 t(大事突 出. 要事不;后 ， 新事不丢， 我:事

不录"和"详今略古"的编写原则 ， 以时为经，采用 编年体为主， 记事

本末体为辅的体例，通过大量收集、 整理 、 核实资料，反复编篡，征求

意见，多次修改，收录一九四七年五月至一九八七年大要亨-共460余条 ，

约 36 ， 000字。力求从历史的纵剖面和宏观角度 ，系统简 要地反映 出全市

水利发展的大致脉络，为编写水利志起 "提纲 等领"的作用。

由于时间仓促，历史档案资料残缺不全，加之，我们水平有限，谬

'误和遗漏之处仍难免存在。恳请水利先辈、 专 和广大水利工作者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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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正。

在编写过程中，省水利厅水利志编办、市地方志编办、市档案局

市委组织史办公室、市农牧局，城建局等有关领导和同志.给了我们

情指导和大力帮助;市水利系统历届老领导、老同志，积极提供资料

参加座谈讨论，提了不少宝贵的修改补充意见，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深

感谢!

阳泉市水利局水利志编写组

一九八八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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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市水利大事记

一九四七年

五月二日 阳泉解放。

五月四日 正式建制为"阳泉市"，归晋察冀边区二专区管辖.

五月五日 阳泉自来水公司恢复生产，开始向市区供水.

八月十三日 降了第一次透雨。春夏严重干旱，雹灾频繁，麦田

普遍减收，秋禾旱死不少，农业严重歉收。市人民政府，组织群众发展

副业生产、抢种蔬菜、采集树叶，开展抗旱渡荒斗争.

一九四八年

四月六日 中共阳泉市委作出迅速转入大生产的决定，动员农民

组织互助组、变工组，发展农业.

....l
田。

一九四九年

春 干旱严重，春播全是担水点种.全市水地只有菜园300余

七月二十三日 义井村遭受暴雨洪灾。受灾户247户，倒塌房屋

1 4 间，冲毁土地161亩，冲毁菜园199亩，倒屑地塔119丈，损失粮食

3934斤，损失物品折米6670斤。市人民政府拨出小米300斤，玉芙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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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救济重灾户。

夏 雨水连绵，又遭洪涝大风灾害。冲毁土地2 ， 900余亩，淤没秋

田 7358亩，倒塌地培88 ， 450丈。当年年景平均不到七成。

九月中旬 阳泉市改称阳泉工矿区，划归 榆次专署领导 .

秋 结合秋耕，整修塌培44 ， 818丈。

-374 五 0 年

五月十六日 晚八时，工矿区有59个村遭受雹灾。总计打坏小麦

和秋禾面积68 ， 595亩，占全区耕地面积60 伪。

五月二十曰 榆次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拨给阳泉工矿区灾后贷粮小

米 2 万斤。解决灾区肥料、种籽困难。

五月二+六目 阳泉工矿区人民政府决定，由阳泉支行及供销合

作社拨给救灾贷粮120石。分配给一区 15石、二区40石、三 区 65石 ， 分

贷农户，秋后归还.

九月 全区农业又遭灾害，谷死穗，王芙立僵，虫灾轻重不一，

普遍歉收。

一九五一年，

五月二十 B 省人民政府颁发农业生产奖励办法。规定:凡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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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属于群众自己出资兴办者，其产量提高部份，五年以内，不改定

常年应产量，也不增加公粮负担。

七月二十-日 下午 2 点 10分，赛鱼、前庄、石卡咀、平坦街、

茵河、隆丰沟等27个村遭受雹灾.冰雹犬如拳头，小如红枣，雹层厚达

半尺左右.受灾面积22 ， 440亩.

一九五二年

春 干旱，受灾面积 19 ， 159亩.

冬 随着互助合作的初步发展(互助组由去年的65个，增加到

1675个) ，农村开始重视兴修水利。全年新打水井36眼，恢复旧水井89

眼，新挖水泉 2 个，水窑33个，恢复旧水窑 3 个(原有水害802个) , 

推广水车 14部，新增水地314亩。

一 九五 三年

十二月 市政府要求 lt根据自然条件，发展水利，扩大灌溉面

积"。全市推广新式水车10部.其中 z 义井村新按装 8 部 z 苇泊村农业

劳模史德书，自愿联合39户，组成水利小组，按装水车 2 部，早变水地

26亩半。

- iL 五四年

六月 一区、二区部份村庄遭受暴雨洪水袭击。冲毁田禾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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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倒塌地珞1552丈，冲毁房窑19问(眼) ，冲走粮食两石一斗，鸡

318只，羊 8 只。冲毁和淹没铁炉 10座。硫磺窑、煤窑 4 座。手工业损

失达730余万元(旧人民币〉。

七月二十二日 成立阳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主任谢子和(什市

长) .副主任董洪、白天、王吉礼。办公室主任李绍唐.

八月二十九臼至九月-日 阴雨连绵，仅四天时间，即发生房容

倒塌，砸死、砸伤群众事故 4 起，共死亡10人，重伤 2 人。

一九五五 年

六月十五日 因暴雨山洪袭击，全市死亡 2 人、骤 7 头、羊 96

只，冲毁麦地76亩，冲走石灰、焦炭、木料、电杆、青砖，共损失

21 ， 095元。

七月 市人民委员会决定: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拨给义井村补

助款500元，修复和加固去年冲毁的河坝。

七月二十-日 市委召集三级干部会议，发动开展抗旱保苗.

秋 柳沟犬队集体投资6 ， 000元，架设低压线0.85公里，按装排灌

机械 1 台(电机 7 1tE}，发展水地 18亩.副业加工动力两台， 11.5眶。

是我市农村第一个通电大队。

+二月 市组织区、乡干部39人，赴阳高县大泉山参观学习水土

保持经验，并提出全市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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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当年整修和新建水井93眼，推广水车 5 部，打旱井40眼，新

增水地43 亩.

一九窍，六集

-月 义井乡义井、义东沟、南庄三个农业社，开始犬规模农田

基本建设，共组织劳力800多个，分别治理沙水沟、晋家沟、北深沟，

完成旱变水地201 亩.

五月二+丸目和六月十六日 全市农村两次遭受雹洪灾害，受灾

面积 10 ， 636亩，其中，毁种面积3000余亩。

夏 桃河发犬洪.赛鱼桃河木桥被冲毁三孔，煤矿停产数夭。桃

河南岸自来水干管冲坏几十米，茵河滩土坝全部冲毁.河边街洪水漫

溢。市区古老房屋、窑洞倒塌很多，死亡10余人.

六月 贯彻市人委"大力举办农田水利，减少水旱灾害，保证农

业增产'的方针，上半年开展了旱改水地群众运动.全市共兴修渠道25

条，总长5403丈;新打水井206眼;整修旧井13 眼;开工小水库五座;

推广解放式水车 51部，锅驼机抽水机各一部.灌溉面积扩大到 1699亩。

同时，开展了水土保持工作，当年完成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7 ， 500亩。

六月二十五日 下午，荫营以南地区，遭受雹洪灾害，受灾面积

6207亩。

秋 市人委集中各区乡农业社水保、水利技术员 209人，举办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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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以未第一次水保技术训练班。并到西峪村进行了实际操作示范，共挖

鱼鳞坑100个，插木 1 ， 000株，荒山播种松籽100穴，挖涝池 3 个。在训练

期间各乡村提出了各自的水保治理初步规划。

国九 五七 年

八月三日 全市水利水保工作归郊区人委农林科分管。科长高润

成。

八月二十四百至二十七日 全省各地普降喜雨，大部地区基本解

除早象 。

十二月 本年抗旱中， 新建水井67眼，整修水井35眼，新建小型

渠道 3 条 ， 蓄水池 6 个，水车 11 部及压力机 3 台，新增水浇地152

-'
田。

一九五八年

七月一日 省人民委员会委托榆次专署对阳泉市进行领导。

八月十五日 阳泉市人民委员会( 58 )办谢字第609号文件通

知，撤销原平定县建制，将平定县所属区域统一归阳泉市郊区人民委员

会领导，并于八月十五日开始办公。

八月二十-日 郊区有平定、小河、维社、旧街、南上庄、石窑

等 6 个乡 18个农业社受风雹灾害。受灾面积 17 ， 082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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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四日 市人委任命武勇为郊区农业建设局局长，郭子

荣、杨培基为什局长。

八月二+八日 郊区有 11个乡 镇， 61个农业社受到洪、 雹、风

灾袭击。受灾面积84 ， 730亩。大峪、东古贝 等 10个村， 冲毁小 水库 11

座，水池 2 个。洪水淹死一人，冲走骤 5 头，雷电击伤 2 人，击死毛驴

2 头。

九月二+二日 郊区锁簧、娘子关、荫营、岩会 4 个乡、 34个村

遭到雹、洪灾袭击。受灾百积20 ， 430 百， fj~塌地培1855条，刮断树木

4042株，冲走犬车 4 辆及车载黄豆 、 立饼 、 白面 3740斤，冲走晾晒粮食

7900余斤，打死、淹死猪羊24头(只)。

十月 平定郊区农业建设局并入阳泉市农工部。原有水利人员归

水利处。

+月二十-日

十一月十日

作区。

全郊组织 10万大军深翻土地.

孟县、昔阳县划归阳泉市领导。先后改称联社和协

十一月十二日 市人委决定=抽调郊区、昔阳、孟县联社民工共

2000人，组成外征野战团，支援汾河水库建设。

冬 孟县西烟公 社 西烟村修水库挖神仙洞，塌方压死 7 人。省

人民检察院与省水利厅刘文才到县处理事故，工地负责人李文秀(县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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