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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偃师市水利志>是记述偃师市水利事业的专著。以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实事求是地反映偃师水利的历史和现状。

二、按照厚今薄古、详近略远的原则编写，上限不定，下限止于

1995年。

三、编写采用述、记、志、撰、录、图、表、照片等形式，以志为主

体。

四、结构采用章、节、目。细目分四层，依次为：一、二⋯⋯，

(一)、(二)⋯⋯，1、2⋯⋯，(1)、(2)⋯⋯。此外，还设有概述、大事

记和文存等。

五、纪年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简称建国前，采用

历代年号，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简称新中国

建立后。采用公元纪年。

六、新中国建立后的行政区划。1958年前以县、区、乡、村称；

1958～1983年以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称；1983～1993年。以县、

乡(镇)、村称；1993年后，以市、乡(镇)、村称。

七、本志中计量单位，以1984年2月27日国务院颁发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为准；历史上使用的旧计量单

位，则照实记载。

八、数字用法，以1987年2月国家语委、国家出版局等七部委

颁发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九、对于较复杂的事物名称，在每章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再现

时用简称。如“河南省水利厅”简称“省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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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偃师市地处洛阳盆地东隅，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相传远古时期的帝喾高辛氏就建都于亳(今城南高庄一带)。之

后，夏、商、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等朝代均先后在此建都。

偃师的水利发展历史也很悠久。夏禹为治水凿通辗辕山，境内商

城遗址中就发现有排水渠道；在战国时就开渠灌田，种植水稻；东

汉时开凿的阳渠工程，先引谷水，后引洛水，经洛阳城至偃师东南

入洛河，既是京都的护城河，又可漕运。还可灌田；三国时，马钧发

明了翻车提水工具，为发展灌溉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偃师水利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经过40多年的努力，修渠、打

井、建水库、整治河道，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已初步形成了旱能灌、

涝能排的工程体系，增强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促进了农业生产

的发展，发挥了水利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作用。特别是在节水

灌溉方面，引人注目。1956年城关乡东寺庄农民就用陶瓦管道，

建成低压地埋输水管道灌溉系统，进行农田灌溉。1958年4月25

日，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彭德怀副总理，1960年4月20日国家主

席刘少奇都曾视察过东寺庄，称赞节水灌溉的措施。随着软、硬质

塑料管的问世，替代了陶制瓦管，不断的进行改进。70年代以后，

又积极进行喷、滴灌的试验，1975年，山化乡关窑村被国家确定为

千亩滴灌试点，由于试验成功，曾荣获国家农业部和科委农业技术

推广奖。由于水利条件的改善，岳滩村长期对小麦高产、稳产的研

究，成果显著，驰誉省内外。 ，

<偃师市水利志>的编纂和出版，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V



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

事求是地反映了全市水利建设的发展成就和历程，记述了劳动人

民和水利工作者治水的业绩；同时，也指出了当地水资源相对贫乏

的问题。希望该志的问世，能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给当代人和后

人提供历史借鉴。为推动偃师水利事业的发展。既服务当今，又惠
及后世。

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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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偃师市位于河南省西部洛阳盆地的东隅，为河洛地区的腹心。

东邻巩义市，西与洛阳市郊区和孟津县毗连，南依中岳嵩山，与登

封市、伊川县接壤，北连黄河与孟州市隔河相望。全市东西最长处

31．5公里，南北最宽处30．0公里，总面积为948．43平方公里。

辖10镇、7乡，332个行政村，总人口77．90万人，每平方公里平均

821人。

偃师市地处豫西山地向豫东平原过渡的地带，境内南为嵩山

的西延部分，北为邙岭的中段，中为伊河、洛河交汇冲积形成的河

川平地。全市地貌呈盆地景观。在总面积中，低浅山地占

16．7％，丘陵坡地占51．9％，河川I平地占31．4％。气候属暖温带

季风气候，平均气温14．2摄氏度。境内年降水量一般在500至

600毫米之间，年度变幅大，1949至1995年间统计，降水最多的

1964年为924毫米，最少的1965年仅309毫米；季节分布不均，6

至8月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47．8％。年日照2 248小时，蒸发

强烈，多年平均为1 708毫米，约为年降水量的3倍。复杂的地貌

和气候条件，形成了偃师具有多种水利工程类型的特点。

偃师市历史悠久。传说五帝之一的帝喾，在偃师城区的高庄

一带定都，偃师因而古称西毫。夏、商、东周、东汉等王朝，都曾建

都城于偃师；曹魏、西晋、北魏等朝的首都洛阳，就是今偃师首阳

山、佃庄两镇境内的汉魏洛阳故城。在二里头夏都遗址中发现的

水井，说明在夏代偃师已经凿井取水。商城遗址中考古发现的排

水沟，渠系完整，干支相通，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城市排水系统。

7(he经注·谷水>说，汉魏时期洛阳城西的阳渠，乃“周公制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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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周代偃师已开渠引水，灌溉稻田，<战国策>里有“东周欲为稻，

西周不下水”的记载。东汉时毕岚制造翻车以洒道路、曹魏时马钧

改进翻车以浇坡圃，都是在偃师这块土地上进行的。经过长期的

水文化沉淀，到清代时偃师的农业灌溉与抗灾能力，已具有相当水

平。乾隆年间编纂的(偃师县志>记载，翰林院编修、著名学者孙星

衍，于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四月，“自雍(今陕西省)返豫，道

出偃师。于时天久不雨，自(潼)关以外，麦苗黄落，唯偃师境中多

有井渠，施水车辘轳，驾以牛马(车水)，四周陇亩，藉以灌溉，青苗

蔚然，异于他县”。这些史料说明，古代偃师兴建了不少水利工程。

在当时效益是非常好的。 ．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把水利视为农业的命

脉，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对农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变生产资料

私有制为公有制，为兴修水利工程，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全面规划

统筹安排下，修建和改造了大量的水利工程，使农田灌溉面积不断

扩大，泄洪、抗旱及排涝等能力明显提高，在不断总结经验中，把水

利事业推向前进。

1950至1957年，贯彻“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在

，全县范围内开展以打井为中心的农田水利建设。1956年，城关乡

东寺庄村王玉振等，试验地埋陶管输水灌溉成功，省水、省工、省

地，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曾制成模型，在全国新农具展览会上

展出，受到了广泛称赞。1958年4月25日，周恩来总理亲临东寺

庄视察；1960年4月20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再次视察东寺庄，肯

定了地埋管道输水灌溉是发展方向。至1957年，全县计打砖井

3 351眼。机井151眼。新增解放式水车3 617部，建成偃师第一座

水库工程——苇园水库，并达到当年动工，当年蓄水灌溉；另建塘、

堰、坝工程413个。小型灌区15处，黄庄、龙虎滩大型电灌站两处。

并先后四次对伊、洛二河大堤进行加高、培厚，提高抗洪能力。八

年中，发展灌溉面积3 453公顷，国家投资68．49万元，完成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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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方286万立方米，石方418．5万立方米，混凝土方17．3万立方

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田水利建设全面展开，水利工作

的重点由建设转变为建设管理并重，从实际出发，加强经营管理，

通过“三查三定”，落实各项工程管理责任制，使其充分发挥效益。

虽然1982年的大水灾冲毁了伊、洛二河的部分河堤及伊洛川区的

大部分水利设施，但在国家的扶持下，修复了水毁工程，发展节水

工程，邙岭万亩喷灌方及干亩滴灌方相继建起，解决人、畜饮水

1．4万人。大牲畜0．13万头。至1984年底，发展灌溉面积累计达

31 300公顷。其中旱涝保收面积25 073公顷。国家投资累计

1 447．2万元。完成土方1 899．8万立方米，石方173．2万立方米，

混凝土方23．2万立方米。

1985年后，贯彻执行全国水利改革座谈会纪要精神，“加强经

营管理，讲究经济效益”，使偃师水利工作实现了从为农业服务到

为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服务的转变，走上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

的轨道。进入90年代，在“以水为主，水土并举，建管并重，注重效

益”方针指导下，以科技为先导，以发展有效灌溉面积和建设旱涝

保收高产稳产田为中心，重点发展深井建设、节水灌溉和农业综合

开发等工程。几年来，在贫水的旱塬——邙岭地区开凿深井78

眼，其中超深井(400米以下)8眼，大力发展以管道灌溉为主，并伴

有滴灌、喷灌、涌泉灌等先进技术的节水灌溉措施，农业效益突飞

猛进。到1995年底，累计发展井、站、渠灌溉面积33 533公顷，旱

涝保收田29 507公顷，发展节水灌溉面积11 333公顷。40多年

来国家水利投资累计6 665．2万元，完成土方12 074万立米，石方

988万立米，混凝土方144万立米。

综观建国45年之水利建设。成就巨大。伊、洛河防洪能力均

达二十年一遇洪水标准，治理涝区面积2 713公顷，建陶花店、九＼

龙角中型水库二座，小型水库11座，打机井7 816眼；修建自流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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