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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建设是国民经济建设不可缺少的部分．为了系统、客观、

科学地记叙牟平县水利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指导今后的水利建设．我们组织编写了

牟平县水利专业志。编辑人员广泛地查阅资料，几度修订篇目、改写文稿，历经九年的

时间写成此志书。

志书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以水利部门的档案资料为主，并查阅了县档案局和其

它单位的有关资料。水资源资料，是以1982年牟平县水利区划小组编写的调查报告为依

据；降水资料，采之牟平县气象局的记录；河流资料，采用1973年的调查材料；灾情资

料的解放前灾情部分，是从民国县志中摘抄的，解放后的灾情部分，是从水利历史资料

中抄录的；机构沿革、人事更迭情况，是取自档案材料和当事人的介绍。

该志力求材料真实、内容广泛，图、文、表、照全面系统，但由于我们历史知识欠

缺．加之水平不商，志书中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特向读者深致歉意。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承蒙牟平县档案局、牟平县统计局、牟平县气象局，牟平县林业

局，牟平县科委等单位及有关人员的大力协助，在此，对提供资料和帮助的有关单位和

人员表示衷心的谢意。

牟平县水利志编写组

199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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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平县水利志的编纂，经过诸多同志的辛勤努力，在有关部门的协助配合下，通过

采访、调查、核实，如实地记载了解放前后近百年来洪涝旱灾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

害．详尽、系统地记载了建国以来水利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册水利史志是我县广

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与洪涝旱灾作斗争的真实记录．

洪水有害，也有利．不治则生害，治则能变利．解放前，由于三年两头的自然灾

害，农业生产蒙受极大的损失，因生活所迫群众外出逃生者比比皆是，这是历史上没有

全面治水造成的悲剧。

解放后，各级党政领导同志把水利建设作为农业的命脉来抓，深入水利建设第～线

亲自指挥，加快了水利建设步伐。水利部门的同志，跋山涉水，历经风霜，从勘察设计

到施工，他们常年累月地战斗在水利建设工地上，与广大群众冒严寒、战酷署，克服了

种种困难，本着小型为主，以蓄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方针，以拦、挖，堵、截等多种形

式，在全县范围内建起了各种水利工程，为工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这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

群众是真正白英雄。没有广大群众的艰苦奋斗，也就没有我们牟平县水利建设曲现

在。在几十年的水利建设中，水利战线涌现出很多可歌可泣曲英模人物和积极参加水利

建设的先进分子，他们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因工致残，为水利建设立下了不朽

的业绩，这是我们永志难忘的．

本志刊印发行，作为各届、各部门工作中的参考，不当之处请指正．

孙文简

1 99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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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9 i7年汛期水灾严互。全县绝芦二土地110，737亩，倒塌房屋184问，淹死14人，死亡

牲畜i：G头。

1 95．!#j月，为保持水土，治理水害，县组织五个[爰790名民工，在昆嵛山北麓枣园

夼一带修建缓水坝76座。

1953年7月，由县组织有关村庄群众，用石、瓦工工日11，140个，在昆嵛山西麓九龙

夼、藏家庄、梯子口西夼和李家庄一带修建缓水坝155座。保持水土，防治洪涝，成效

显著。

1953年·月5日下午，突降暴雨，连续5个小时，全县除象岛外，全部受灾。受灾面

积达J 1万佘亩，倒塌房屋2000多问，死1 1人，淹死牲畜51头。县机关停止工作，全力

投入救灾工作。

1954年成立导治辛安河工程指挥部．对辛安村至新添堡村北一带南堤，辛安村至河

口两岸和辛安村西至西解甲庄村一带北堤进行修筑加固，治理了水患．

10 55年春，在沙家庄东，建成七里堤引水渠，是牟平县第一个自流灌区．

1955年冬，兴建牟平县第一座水库一大窑水库。

1956年1月，县没水利科。

1956年。jj，水利科改为水利局。

1956年，成立鱼鸟河工程指挥部，由水利局长负责，修筑东西河堤．总长13，444公

尺，基本杜绝该河目水患。

1958年9月，开始兴建我县第一座中型水库一—龙泉水库。

1958年9月，在华侨农场北部建成牟平县第一座引河水力发电站，发电量2．8千瓦。

1958年，水利局与农业局，林业局合并为农林水利局。

】959年1】月1日，恢复县水利局。

1960年，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水利建设停滞．

1965年2月，成立牟平县机井队。

1967年，水利局撤销，县农业办公室设水利组．

1970年，恢复水幂q局． ·

1970年秋，由县委副书记刘忠孝挂帅，组成工地指挥部，兴建牟乎县最大曲水库一
高陵水库，同时兴建另一座中型水库瓦善水库．

1971年3月成立牟平县水利机具厂。

1973年6月20日，全县91个村庄受雹灾。受灾土地面积91．600亩。菜园10，000亩，减

产粮食1 36万斤，损坏房屋581间。

19 78年，县水利机具厂开始生产承插I=I悬辊予应力水泥管．继此高陵水库工地指挥

，



部又研制成内径为1．6米大型悬辊予应力管，先后获县科委1978年科技成果～等奖，1 981

年获省科技成果三等奖．中央农业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视台将制管的操作过程拍成影

片．在全国放映。

1977年至1982年，全县连续六年干旱，特别是1980年，年降水量-；40．3毫米，受灾

面积达70万亩，地下水位下降"r￡--8米，大部分机井枯竭，水库全部干涸，旱情空前严

重，农业减产．

1977年，大窑公社新愚公水库灌区进行灌溉用水制度改革，首先实行。按工分水，

现款买票，凭票供水，按水派工”灌溉用水制度，效果很好。1973年在全县推广，并在

烟台地区进行介绍．1979年3月，牟平县水利局把这种灌溉制度总结为。四连环。灌溉

用水制度．

1 982年，成立牟平县喷灌服务公司．

2



概 述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动全县人民大洽山河、植树造林、兴修水利，

保持水土，扩大灌溉，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农村面貌迅速得到改变．粮食亩产由解

放前自百斤左右，提高到千斤，有力地促进了国家经济建设，改善了人民生活．

从1945年8月牟平解放到1982年，在这38年的时间内，水利建设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逐步发展起来．就其发展情况看．大体可划分三个阶段：

1．从1 946年到1957年，这11年时间内．主要是治山治河，打砖井．石井，修建小型

蓄水工程和简易引河自流灌溉工程，治理昆嵛山，沁水河．导治辛安河．鱼鸟河，基本

杜绝了水患．在治理约同时，开挖平塘221个，建10万方以上水库22座．100万方以上水

库l座，开创水利建设的新纪元．

2．从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时间是牟平水利建设大发展的时期．1960年到1963年．

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水利建设一度停滞．1964年开始恢复建设．在较短的时问内．全

县修建小型水库(百万方以上)23座；中型水库(千万方以上)3座，打机井2133眼；

挖平塘630个；修建扬水站167座．灌溉面积迅速达到38万亩．大大改善了灌溉条件．促

进了农业生产自发展．

3．从：979年到1982年，这期闯主要是大挖地下水，打机井，挖平塘，大口井，扩大水

源．全县机电井达到2736眼，其中平塘，大口井1000眼．机电井灌溉面积达到32．32万

亩，全县有效灌溉面积达到48．46万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约59叻．水利化程度大大提

高，为旱涝保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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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节

水资源

降 水

一九五四年刭一九八二年二十九年的降水量统计：

1．平均年降水量745毫米。分布趋势是自南向北递减。全县年降水嶝最多由昆嵛山

区，平均多达1102．3毫米，降水相对变率9．8％，为全县变率录少区，降水极多而且稳

定，北部沿海在750毫米左右，降水变率在17—20％之闯。

2．每年一，二，三，十一、和十二月份曲降水量最少，一般在1 o毫米到20毫米之

间，春季最少，敞有“春雨贵似油”之说。而7、8、9三个月雨量最多。

3．每隔十年左右出现～次降水量特少年份。如1957年降水曼为472．2毫米，1 9C8年

降水量为4 79．5毫米，1980年降水量为440．3毫米。

4．从1 077年刭1982年六年连续干旱，特别是1980年，4月到10月整个作物生。长期间

仅降水3go乡毫÷：：，旱情空前严重。

5．按常年降水镀763毫米计算，年天然降水总量约】4．9亿方；一般早年约12．2亿方。

但由于大部分降水集。}1在汛期(6—9月份)，水库仅能拦蓄1亿方左右，故大量歹÷然水

资源阻径流形式流入大海。

附：1 954年一1982年历年降水最情况袭(见3—6页)

第二节 河

本县境内共有较大沟、夼，河流16 ok条，河流多数是南北流阳。流域面积乞100

平方公里以上的有外夹河，；}安河、鱼鸟河，沁水河，汉河、黄龟河、乳山河气。条。

流域面积30平方公里以上沟有1 o条、其中：

外夹河4条支流：垂柳河、中村河，观水河，铺拉河。

辛安河1条支流：下雨村河。 ．

沁水河1条支流：屯圈河。

黄金河2条支流：毛角河，老滑河。

乳山河1条支流：通海河。

再有广河共1 o条。

一、外夹河

发源于海阳县三海山北麓，于烟台市福山区入黄海．流经本县埠西头、观水、院格

庄，莱山四处公社。本县境内主流长35．75公里，平均宽150米，流域面积372．6平方公

里。属常年河。

外夹河支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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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垂柳河：发源于乳山县东涝口，流经本县埠西头公社前垂柳村于埠西头公社驻地

西北入外夹河．在本县的一段长8公里，宽60米，流域面积38．9平方公里。属常年河．

下游东面支流下杨家村东建～座小(一)型水库(下杨家水库)．

2．中村河：发源于王格庄公社东道口村东北蜡山前．予观水公社北石疃入外关河．

全长．29．5公里，平均宽80米，流域面积69．5平方公里。屑常年河．中游韩家中村上建一

座小(一)型水库(桃园水库)．

3．观水河：发源于蜡山西麓，于观水公社宫格庄村后入外夹河。全长19．5公里，

平均宽100米，流域面积T7．5平方公里．属常年河。

4．铺拉河：发源于蜡山北啦叭山，于莱山公社朱堪堡村南入外夹河。长1 3．9公

里，宽35米，流域面积5D平方公里．属季节河．

=、辛安河

发源于刘家夼公社南徐格庄村南狼东项．流经刘家夼、王格庄。高陵，解甲庄，

武宁五处公社，在解甲庄公社西谭家泊入黄海．全长43．5公里，平均宽度150米．流

域面积283．2平方公里．属常年河．在中游高陵村南建一座中型水库(高陵水库)．

辛安河支流

下雨村河发源于王格庄公社合立场村南松山，流经王格庄．高陵两处公社．于高

陵公社集后村东入高陵水库．长15公里，流域面积52．9平方公里．属常年河．

三，鱼鸟河

发源于高陵公社钤铛顶和玉皇庙山北麓，流经高陵，武宁、城关三处公社．在城

关公社寇家疃村北入黄海．全长22．5公里．宽80米，流域面积103．9平方公里．属常

年河。上游苏家13村南建一座小(一)型水库(苏家13水库)．

四，沁水司

发源于水道公社薛家夼村东堪．流经水道、玉林店、大窑，城关四处公社．在城关

公社东系山村东北入黄海．全长35公里，宽150米，流域面积178平方公里．属常年河．

沁水河支流

屯圈河：发源予玉林店公社李家庵村南．五爪山东麓，流经小屯圈村西入轮水河．

长10．5公里．宽30米，流域面积36．4平方公里．上游葛家庄村南建一座小(一)型水库

(东风水库)．

五，汉河

发源于昆嵛山西麓的大尖谷和羊石谷之间，流经龙泉．姜格庄两处公社于上庄村东

北入金山港(黄海)．全长24公里，宽120米，流域面积148．9平方公里．属季节河．在

龙泉公社埠前村南建一座中型水库(龙泉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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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广河

发源于龙泉公社河里庄村东狼窝顶，流经龙泉、姜格庄两处公社在姜格庄公社郝家

疃村西入金山港(黄海)．长12．75公里，宽75米，流域面积52平方公里．属常年河．

七、羹垒河

发源子昆嵛山西麓的双石谷和半石谷之间；流经莒格庄、水道!秀处公社入乳山县

境。在本县境内一段长2I．8公里，宽120米，流域面积16 1平方公里．属常年河。上游莒

格庄公社瓦善村东建一座中型水库(瓦善水库)。

黄垒河支流

1．毛角河：发源于螟山东麓，流经水道公社南台村东入乳山县境内巫山入黄垒河。

本县一段长12．4公里，宽100米，流域面积55平方公里．属季节河．上游水道公社薛家

夼村东建一座小(一)型水库(薛家夼水库)．

2．老清河：发源于昆嵛山前歪脖子顶南麓，经莒格庄公社崖子村入乳山县境内花家

琦水库．本县境内一段长10．8公里，宽80米，流域面积47．9平方公里．属季节河．

八，乳山河

发源于蜡山前王格庄公社彭家村西北轿顼，流经本公社金城入乳山县境．本县境内

长13公里，宽150米．流域面积68．2平方公里．属常年河．乳山河在本县境内总的流域

面积为115．3平方公里．

乳山河支流

通海河：发源予螟山前列家夼公社梨树夼村东北，流经本公社通海村东入乳山县

境．长1 1．7公里，宽120米，流域面积33．9平方公里．属季节河．

另外还有几条范围较少直接入海的小河流．

I．峒岑河：

发源于文登县初村公社车门夼村北，经姜格庄公社一段长8．4公里，宽40米，注入

黄海双岛港．属季节河．

2．石念河：

发源子姜格庄公社珠山，北入黄海，全长12公里，宽50米，流域蘧积23．9平方公里．

属季节河．

3．龙王庙河

发源子姜格庄公社炮山，流入黄海金山港．长8公里，宽30米．属季节河。

4．石头河：

发源于大窑公社之卢山东麓，流经石头河村南转向西北经东沟、北莒城村东，于莒

城盐务所处入黄海．全长7．5公里，平均宽15米，属季节河．1967年予上游修建一座小

(一)型水库卢山水库．

5．三八河(因1975一J 976年改直下游河道，主要是青年妇女参加、故取名--Jk河)

发源于大窑公社之卢山南麓，西流至本公社小山子折向北。于莒城盐务所酉一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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