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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 《双阳县水利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甩

。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编纂的专业志，力求达到思想性、科

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上限为1910年(建县年)，下限至1985年，有些水秘

活动的追溯，未受断限的限制。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取事重点放

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三，本志正文共十二章，四十三节，采用横排竖写的形式记

述，主要记述了双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变水害为水利的

伟大斗争。随文配以必要的图、表、照片。

四、全志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引用的史料，皆忠实原文，并

注明出处。文字及标点符号，以《新华字典》为准。

五，历史纪年，民国以前按习惯用法记述，在括号内注明公元

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以公元纪年。

六，本志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一般按习惯称呼。文中“县

委”、 “党委”、 “党支部”等，，均为中国共产党组织。

七、本志地面高程，采用黄海高程，计量采用公制。

八，本志引用的资料， 大部份出自县档案资料和县水利局资

料，部份为口碑资料，并做了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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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双阳县位于吉林省中部，省会长春市东南。东濒饮马河与永吉

县相望， 西邻伊通县， 南连磐石县， 北与九台县及长春市郊区接

壤。跨东经125。267 30∥～126。007 45∥，北纬43。167 26∥～43。567 20∥。

南北最长75公里，东西最宽45公里。 总面积2028．62平方公里，其

中耕地面积10255 7公顷。辖5镇11乡1 60个村，总人口38．4万人，其

中农业人口3 2．75万人。县人民政府驻双阳镇。

双阳县是丘陵半山区县，地处吉林准褶皱带西缘，恰在东部山

区与东北平原的过渡带上j居哈达岭与大黑山之间，具有典型的半

山区特征。地势南部最高，属低山丘陵区， 其中老道洞山海拔7 11

米，是长春市所辖地区最高峰。西部与北部次之，为准平原状态的

台地，海拔在300～500米之间。中部为河谷盆地，1海拔在200米左

右，由波状岗地和冲积平原组成。全县山地占总面积的30％，丘陵

占38％，河谷平原占32％。 i

’境内主要有饮马，双阳两条河流，其次有雾开河的源流段一一

泉眼沟和伊通河支流伊丹河。均属松花江水系。双阳河源于太平镇

将军岭西南之罗泉贝，由南向北流贯县域中部，在四家乡新光屯东

北注入饮马河。全长94．7公里，流域面积1290平方公里。县内流域

面积128 1．3 2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63．2％。 流域内多河谷川

地，土壤肥沃，是双阳县农业生产最重要的地区。饮马河是双阳县

东部界河，境内长85公里，流域面积596．55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

积的29．4％。雾开河位于县境西北部，，境内流域面积89．02平方公

里，占全县总面积的4．4％_ 伊通河位于县境西南部，县内流域面

j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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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搞的。河网化一．建设尹‘就是生搬硬套外地经验，不附合当地的

实际情况，造成劳民伤财的一项工程。1959年春，不顾当地客观条

件，在四家子乡白庙村建机灌站， 采用200马力柴油机为动力，配

24寸水泵，后因水源不足半途而废，仅设备一项就损失10．8万元。

1964年， 国家电网引进双阳县， 使电力提水灌溉迅速发展起

来。1967年兴建了万宝、四棵树：三姓、卧龙、马场、小东屯、裴

家、天成号等电灌站，装机9台， 容量494千瓦。 与此同时， 小营

子、肚带河、，红旗等水库也相继开工兴建。1970年后，双阳县狠抓

I蓄水工程等水利设施的续建配套工作，形成了以小堤防、小水

库、。小塘坝、小电灌站、小灌区等小型水利工程为主体的水利工程

体系。有力地促进了双阳县水田的开发。但在“文化大革命”的十

年中，．因受“左”的干扰，，双阳县的水利建设也走了一段弯路。在

“一人一亩水浇地"的口号下，。不顾客观条件， 盲目上马修了管

家、关家、张家、柳新等引水旱浇工程，终因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工

程本身条件不充分等因素，根本没发挥任何作用就全部报废，直接

经济损失3o万元。靠山电灌站是作为双阳水库补充水源而提出兴建

的， 由于施工中不遵重科学， 管理不善， 造成60多万元的损失浪

费。同时，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毁林毁草开荒，使全县的水

土流失面积由1965年的53000公顷增加到1976年的6093 3公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消除了“左呷的干扰，‘加强了水利工

程管理，。双阳县的水利建设出现了从实际出发，注重经济效益的新

局面。 1982年， 为了补充地表水不足， 开始大力开发地下水，

四年内，共打机电井6 12眼， 为全县开发水田提供了又一可靠的

水源。1983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进行，双阳县的

水利工作全面推行了招标承包、以户承包、聘任承包等各种形式的



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水利工程管理得到

了明显的加强，工程效益有了显著的提高，出现了肚带河、柳树等

水利工程管理好的典型，水库的实际灌溉效益超过了设计效益。使

全县的水利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

到1985年， 全县共建成中型水库2座，小(一)型水库13座，

小(二)型水库32座，塘坝241座，总库容15345万立方米，兴荆库 ．

容4125万立方米，有养鱼水面1618公顷，实灌水田4694公顷，产成

鱼13 7．8吨。另外，建成机电灌站68处总装机8 1台，容量1964．5千

瓦，灌溉水田1713公顷，配套机电井826眼，灌溉水田2966公顷。建

成万亩灌区2片，三千亩至万亩灌区7片，小灌区上百片，全县水田

灌溉面积从1949年的860公顷增加到93 73公顷，是解放初期的10．9

倍。同时，还建成饮马河堤防56．03公里，双阳河堤防72．05公里，

以及众多的小河流堤防。治理了双饮、佟家、奢岭等涝区，基本控

制了洪水，使全县1．7万公顷的易涝耕地有1．1万公顷达到十年以上

治理标准，c．5万公顷达到五至十年治理标准。建防病改水井2眼，

使病区人民喝上了合格清澈的井水，改造了生态环境，提高了生产‘

力水平， “遇雨则涝，大雨则灾”的局面开始改观，河道两岸的平

洼地、沼泽地等被开垦成良田，扩大了耕地面积，提高了粮食产

量，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些水利工程的兴建，不仅抗御

了洪涝灾害，为农业的稳产高产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改变了双阳城

乡人民的主食结构。早年双阳人民拘主食是玉米面、高粮米，逢年

过节吃小米，今天，大米已占主食的二分之一，可谓家常便饭了。

水利工程的兴建还美化了生态环境，陶冶了人民的情操，双阳、黑

顶子等水库已成为双阳县及长春市人民休息游乐的场所。

双阳县的水利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距离工农业生产

一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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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需要和城乡人民生活的要求还相距甚远，还有很多工作等待

着我们去做， 如双阳县的32座小(二)型水库， 基本配套的只有

16座，其它绝大部份没有永久性的泄洪设施，土坝不够高，每遇大

水，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安全问题，虽然在当地政府及人民的精心

养护下，正常年都能较好地发挥效益，但灌溉保证率低，影响工程

效益的充分发挥。另外，管理水平不高，承包责任制落的不实也是

工程效益得不到充分发挥的原因之一。所以，‘抓紧工程配套完善，

提高管理水平，继续全面推行，完善、落实承包责任制，有计划地，

科学地进行水利建设，仍然是双阳县水利工作的重点。随着双阳县

工农业生产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水利必将在全县占有更重要的地

位，为振兴双阳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发挥更重

要的作用。



第一章一河流水系
‘

’双阳县属黑龙江流域，松花江水系。境内主要有饮马河和双阳

河，其次有雾开河和伊通河的支流伊丹河。饮马河位于县境东部，

干流为双阳县东部界河，双阳河贯穿金县中部，雾开河位于县境西

北部，伊丹河位于县境西南部，是双阳县和伊通县的界河。
一 ‘‘

‘。

’

●，． 、

’

第一节一饮马河 ，
．

·饮马河原名伊勒们河，曾讹传清朝乾隆皇帝去吉林时曾在此河

饮马，故称饮马河。其实。饮马一是由满语伊勒们演化而来，意为

阎罗，因为该河每到汛期涨势凶猛，常常夺去人畜生命，故称。阎

罗”河。

饮马河是松花江的一条较大支流，发源于伊通县地局子乡尹家

炉屯西北的老爷岭东南麓，流经伊通、磐石，永吉，双阳，九台、

德惠、农安等县，在农安县红石垒屯东南入松花江。全长403公

里，流域面积16793平方公里，河道坡度o．2‰。‘
。一

饮马河在双阳县的东南端一一山河镇万宝村阎家街屯南入境，-

流经山河，佟家，长岭，齐家，新安，四家等六个乡镇，入石头口

门水库，在四家乡北部出境。境内河长85公里，流域面积596．155平

方公里(不包’括县内双阳河，雾开河、伊通河流域面积)，占

全县总面积的29．4％，地势由南向北逐渐变低，上游万宝地面海拔

高程240米，下游陈家屯地面海拔高程187米，高差53米。从入境

的万宝奎长岭间属低山丘陵地带，河谷较窄，尤其是在山河镇沿河

村黑鱼汀至长岭乡之间河谷更窄，为不连续的狭长河谷川地j长岭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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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试点后又在南台子等4个村拍卖“四荒”。

松江镇4个村拍卖“四荒”情况表

村别 受让户数 出让面积(公顷) 平均价格(元／公顷) 收取出让金额(元)

南台子村 14 14．12 386 5 450．32

四合村 9 13．45 685 9 213．25

龙王庙村 18 21．32 545 ll 619．40

沿江村 17 16．2l



第二节 双阳河

双阳河是饮马河较大支流之一，也是双阳县内流域面积最广的

河流。历史上曾称酸河、刷烟河、苏完河、出万河、苏瓦延河等，

均系满语演化，意为河水浊黄或黄色的河，在清代中期则演为双阳

河。 双阳这个名称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最初， 满族的祖先

肃慎族的一部，由长白山迁到此河沿岸，因此河水夹带泥沙，呈黄

色，．故称为酸河。这部份肃慎族人称酸部。以后经多次语音演化成

双阳河。19 10年建县时也以此河定名为“双阳县”。

双阳河贯穿全县中部，流域面积1290平方公里，双阳县内流域

面积128 1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63．2％。流域面积涉及全县16

个乡镇中的15个乡镇。该河发源于太平镇将军岭西南罗泉贝，干流

流经太平，佟家，双阳河，双阳镇，齐家，奢岭，新安，四家等八

个乡镇，在四家乡新光屯东北注入饮马河，全长94．7公里，流域呈

长方形，东西宽25公里，南北长64公里，地势自南向北倾斜。双阳

县城以上多为低山丘陵，占流域面积的30％左右，以下多为丘陵台

地及河谷平原，丘陵台地和河谷平原分别占流域面积的40％和30％。

流域内海拔300米以上地区多为森林， 其它大部分地区为耕地。双

阳河流域的耕地面积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67．5％。干流两侧和山脚

低洼地已大部份开为水田。双阳河支流众多，由于双阳县的地形南

高北低，西高东低，东北部较洼，故双阳河的支流大部份都发源于

其东南部，『南部和西部，众多的支流从东南、南、西三个方向向东

北部汇集，呈扇面形辐合状河网，构成了双阳县境内水系独自的特

点。五条河流在双阳镇附近汇集，形成双阳河上游洪水汇流快，洪

峰流量大的特点，而双阳河中下游河谷开阔平坦，河道坡度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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