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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受丰台区水利局领导同志之托，为丰台区水利志写序。这对我来说，是有困难的。但我不

能不接这个任务。

丰台区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有突出的成绩。经过四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基本做到了遇旱能

灌，遇涝能排，旱涝保收，成了首都郊区重要的副食品基地之一。对北京蔬菜供应，做了很大贡

献。

解放初，丰台区的自然条件是很差的。永定河东，土质很差，沙荒涝洼碱地较多。不少地方

常年积水。河西是山坡丘陵，没有水源。广安门外一带的菜地较肥沃，但是，地里劳动靠的是大

耪、四齿、乎耙三大件，浇地靠的吊杆、轳辘，最先进的也是毛驴拉水车。那时农村生产水平很

低，群众生活很苦。为了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在中共丰台区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广大农村

党员、干部，带领群众，发扬坚轫不拨的精神，艰苦奋斗，年复一年的平地，挖河排水，打井修渠

建扬水站。经过几个冬春的努力，1956年以后，当时的丰台区(包括卢沟桥、黄土岗、长辛店地

区)农业生产有了突飞的发展，农村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后来随着农业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农

业生产的重要程序都机械化半机械化了，农田灌溉实现了机械化、电气化。在农田水利建设中，

涌现了很多模范人物，他们的功绩，人们不应忘记。

从1958年起，全区每年抽调三千至五千精壮劳动力和大批干部，参加密云、十三陵、三家

店水库和京密引水工程。为北京郊区的水利建设，尽了光荣的职责。

丰台区水利志客观地、准确地反映干部、群众战天斗地的事绩，反映了水利建设上的成功

和胜利，不回避挫折和失误，这些经验教训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有利于今后把工作做得更好。

我虽亲身参加和指挥了丰台区的水利建设。但我离开丰台工作久了，对许多新情况不了

解，说的话可能不太准确。我对丰台区水利志的出版表示由衷的祝贺。

李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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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丰台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概况，老区长李培山同志做了全面的论述，我本无更多话可

说，但我的职责要求我不能不说上几句。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只有在共产党领导

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才能充分得到发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的成绩，完全是广大农民群

众战天斗地的结果，同时，也和我区各级老的领导同志精心组织、正确领导分不开的。正是他们

打下了基础，我们今天才发展到具有一定现代化水平的喷灌、微灌和管道灌溉，因此，我们不要

忘记老一代付出的艰辛，而是要继承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为进一步实现水利的现代化而

努力奋斗。

其次要指出的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有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正确的领导，如果不

讲科学态度，没有精心的设计和技术指导，就会出现挫折、失误。如果说到教训的话，根本原因

就在于此。当然，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在回顾取得的成绩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在水利战线上做

出过贡献的工程技术人员(包括本志中可能还没点到的工程技术人员)。

第三，我区从1983年划为城区，城市建设的步伐日益加快。水利志中的资料不单适用于农

业，如气象、地质、河流水系及水资源等资料，对城市建设、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

些资料都是经过市级以上科技部门帮助勘察和论证过的，在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中如不从实际

出发，不讲科学态度，是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的。因此，水利志也无偿奉送其他战线的有关单

位。

在编写《丰台区水利志》的过程中，得到了我区老领导、老水利工作者以及基层水利战线上

许多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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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是一部记述丰台区水利事业发展的资料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

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实事求是的精神，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达到存史、资治、育人的目

的。

二、本志原则上以1948年底丰台地区解放时作为上限，下限止于1990年，但在个别章节

内容的记述上则不受上限所限。如永定河的管理体制、大事记等，为了说明其始末，均突破上

限，追朔到有明文记载或事物产生的初期。

三、对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历代政权和官职称谓等，一律采用当时通称。为便于了解事件

发生之始末和远近，在历史的纪年之后用括号注明公元纪年，或在公元纪年之后用括号注明历

史纪年。

四、本志采用篇章结构，各篇并列，篇下设章、节、目等层次。全书共7篇，24章，72节(其中

大事记不分章节，以时间顺序排列)，并设《概述》、《附录》和《编后记》，约30万字。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一般不作评论，让事实说话。文字力求严谨、朴实、简明、通

俗。

六、本志采用述、记、志、录、图、表、照片等形式，以志为主体，图、表穿插其中。照片集中排

列于全书之前，作简要说明。

七、本志所用资料，大部分取自区水利局机关档案、《北京市水利志稿》、区档案馆档案以及

区水利局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各乡水利管理服务站提供的材料，小部分取自区区划办公

室、农林局、财政局、环保局、市政园林局、地名志办公室、卫生防疫站、气象站等单位档案资料。

为节省篇幅，没有注明出处。

八、称谓在第一次出现时一律用全称，后面多次出现时用简称。

九、所用数字原则上采用阿拉伯字母，少数地方按习惯用汉字书写。

十、本志中“建国”前后，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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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丰台区位于北京西南近郊，东临朝阳区，南接大兴县，北与崇文、宣武、海淀、石景山四区毗

邻，西与房山、门头沟两区缘连。地理坐标为东经116。4，"--28，，北纬39。46，～54’。区境东西长

34公里，南北宽14公里，呈东西方向狭长展布。永定河由北向南横穿全区，河东为永定河冲积

洪积平原，属北运河水系，河西为低山、丘陵、台地及山前洪积倾斜平地，属大清河水系。全区总

面积304．2平方公里，其中山区面积(100米高程以上)32．4平方公里，平原面积271．8平方公

里(包括100米高程以下的丘陵、岗地27．6平方公里)。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西北部最高的

马鞍山海拔690．33米，东南部最低的石榴庄村附近海拔35米。

丰台区因金中都城“丰宜rl#l-拜效台”而得名。殷商时期属蓟城燕国，秦灭燕后属广阳郡，

东汉时期为幽州，唐时与蓟县同为幽州治所，辽开泰元年(公元1410年)改名宛平县。1948年

12月14日丰台地区解放后划为北平市郊区，1952年改名为丰台区。后几经调整，到1967年，

所辖范围确定至今。

全区管辖五个乡一个农场十三个街道办事处，总人口69．6万人(其中农村人口17．0万

人)，总耕地14．0万亩(其中菜田5．7万亩，粮田5．0万亩，果园2．0万亩)。

丰台区属暖温带大陆性半湿润季风气候，冬季受极地南下冷空气影响，寒冷干燥，雨雪稀

少；夏季受太平洋暖湿气团影响，高温多雨，天气多变。6～9月份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84％，

其它8个月的降水量仅占全年降水量的16％，往往春旱秋涝交替出现。年降水量不仅在数量

上差异很大，而且丰枯年份的分布也很不均匀，常常出现丰水年或枯水年连续发生，水旱灾害

频繁，大风、冰雹也时有发生。

建国前，丰台地区虽长期为宫廷种菜育花，但水利基础薄弱，水浇地面积还不到总耕地的

三分之一，且多为人工井(土井或砖井)灌溉，提水动力以人力和畜力为主，浇地质量无法保证。

由于地下水位高，盐碱、涝洼地多，加之军阀混战，排水河道多年得不到治理，经常泛滥成灾，严

重威胁着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区人民组织起来，除水害、兴水利，发扬自

立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了光辉成就。50年代，在巩

固旧井的同时，发放贷款，发展锥井，加强配套，努力扩大水浇地面积，同时以工代赈，组织农民

疏浚河道，洪涝灾害得到了初步控制。60年代，继续开发地下水资源，由人力、畜力提水向电力

提水过度，建扬站修水渠，积极开发利用地表水资源，使农田灌溉面积迅速增加。同时依靠人民

公社的集体力量，开荒平地，黄土压沙，万亩荒地变良田。70年代，由于地下水位逐年下降，农

村电网普及，故而淘汰旧井，发展机井，更新改造，加强配套，进一步扩大水浇地面积，与此同时

开展更大规模的平整土地和黄土压沙，提高灌溉质量。对防洪工程也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对永

定河左堤进行了加固。此时，丰台区的灌排系统已经形成，洪、旱、涝灾基本消除。80年代，由于

地下水位迅速下降，城市建设迅速发展，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更加尖锐，发展节水型灌溉工程势

在必行；同时开展水资源的调查研究，进一步发挥水资源的经济效益。

建国41年来，据不完全统计，丰台区水利建设总投资9934万元(不包括市管工程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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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其中国家投资2366万元。共建成万亩灌区4个，千亩灌区5个，小(Ⅱ)型水库l座，扬水

站77处，配套农用机井1849眼，有效灌溉面积11．1万亩，占全区耕地面积的79．1％；永定河

卢沟桥防洪枢纽工程的建成，为首都的安全渡汛提供了可靠保证；中、小骨干河道得到初步治

理，一般年份免除了涝灾威胁。这些水利工程设施在兴利除害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在国民经济

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粮食亩产达到332公斤，是1949年的3．8倍；蔬菜亩产达到5451公

斤，是1949年的3．6倍。

一、防洪除涝，有效地控制了洪涝灾害

由于在永定河上修建了官厅水库，控制了上游洪水，中、下游加固了堤防，又建成了分洪枢

纽工程，提高了防洪标准；新开渠、莲花河、凉水河等城市排水河道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治理

标准逐步提高；农田排水骨干河道也随着现代化菜田建设普遍进行了疏浚，一般年份基本免除

了洪涝灾害的发生。

(一)治理永定河，确保首都安全渡汛

“夫自古水患，黄河而外首推永定”。其下游河道摇摆不定，多次决口甚至改道，危害百姓。

建国后，吸取了历代对永定河水患防治的经验教训，本着“治水和治沙相结合”、“兴利和除害相

结合”的原则，从全流域着眼，进行全面规划，综合治理。

上游治理，一是在干、支流上修建一系列水库以控制洪水；二是大力开展水土保持以解决

山区水土流失。

下游治理，一是加高加固左堤，达到预防特大洪水16000立方米每秒的标准；二是本着“三

固一束”(即固定险工、固定流势、固定滩地、束窄河道)的原则规定治导线，以保护滩地，稳定河

床；三是修建卢沟桥分洪枢纽工程，控制下泄流量，确保左堤安全，达到保卫首都的目的。

(---)疏浚骨干河道，建立排水网络

建国初期，境内河流及排水沟，年久失修，河床淤积，排水不畅，泛滥频繁；加之地下水埋深

仅l米左右，雨水入渗率小，一旦有大的降水过程，往往洪涝、沥涝、渍涝兼而有之。1949年、

1950年、1954年、1956年、1959年遭受涝灾面积均在5万亩以上，不仅农业生产遭受损失，而

且房屋倒塌，交通受阻，城乡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区委、区政府对此极为重视，多次组织力

量进行规划、设计，统一治理。50年代，以工代赈，每年汛前都要有计划地组织数以万计的民工

进行突击，疏挖排水河道和田间排水沟。60年代以后，涝灾大为减轻。1963年8月，丰台地区

虽然受到河北省邢台地区“63·8”大雨的影响，积水农田5万多亩，但很快排干，受灾甚微。70

年代以后基本消除了涝灾。

洼地改稻田，除涝又增产。解放初期，丰台地区苇塘、窑坑、涝洼地多，尤其是南苑一带更为

突出，产量很低。1956年，南苑区槐房农业社把每亩只打几十斤高梁的低洼易涝地，改造成台

田。台上种玉米每亩100多斤，台下种水稻每亩500多斤，先后改造了近2000亩，由缺粮社变

成向国家卖余粮的社。水稻耐淹，不怕涝，产量又高，很受群众欢迎。农业合作化以后，财力、物

力、人力相对集中，单干时办不到的事在合作化后变为现实。当时南苑区人委《关于开洼地为稻

田增产效果显著的报告》记载：1956年农业合作化后，有9个社开稻田5024亩，当年增产粮食

250多万斤，新开稻田的产量，较过去提高5倍。1957年又有11个社新开稻田3613亩，虽然遇

到了春旱，仍有2651亩插上了秧，秋后，亩产达600斤左右。改造前后效益截然不同。1961年

后，马家堡、新宫、槐房、南苑等大队也发动群众，大搞改土造田，把大量坑洼荒地开垦成稻田，

生产粮食，增加集体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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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河东河流属凉水河系。凉水河及其上游的莲花河、新开渠等均为市管河道，50年代和

60年代市里曾进行多次疏浚和治理，但标准不高。8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排

水流量不断增加，对这些河道也进行了全面整治，达到十年一遇N-十年一遇的排涝标准。

水衙沟、丰草河、马草河、旱河、小龙河等区管河道，也曾多次组织疏浚和治理，特别是80

年代后，为了确保蔬菜的稳产高产，市、区、乡三级以4：2：4的投资比例，对这些骨干排水河

道有计划地逐个整治，排涝模数由50年代的．0．546立方米每秒／平方公里(京、津、冀协议标

准)提高到0．8立方米每秒／平方公里，建筑物以1．2立方米每秒／平方公里的模数进行校核。

永定河西的河流属小清河系。哑叭河、蟒牛河、牛亡牛河等区管河道，过去虽曾多次疏挖，但

由于地表坡度较大，排水比较容易，故没有列入重点工程进行全面整治。直到1990年，市、区共

投资155万元，对柱牛河进行了一次全线治理，当年即经受了一场特大暴雨的考验，效益显著。

据不完全统计，建国后共投资924万元，对全区的骨干排水河道进行疏挖治理，增强了排

水能力，加之普遍疏挖了田间排水系统，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排水网络，一般菜田地区达到五至

十年一遇的排涝标准，粮田地区达到三至五年一遇的排涝标准。

二、开发水源，改变农业生产条件

丰台区大部为永定河洪积冲积扇地区，地下水资源比较丰富，农业灌溉一直以井灌为主。

建国后农用井经历了发展、巩固、提高的过程，60年代后期开始，逐步淘汰了土井、砖井，大力

发展机电井，农田灌溉得到飞速发展。从50年代后期开始，不仅大搞平整土地和黄土压沙以提

高浇地质量，同时还积极开发地表水源，进一步扩大浇地面积，不少地区成为井(地下水)渠(地

表水)双保险，大大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为稳产、高产奠定了基础。

(一)发展农用井，扩大灌溉面积

建国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组织农民兴修水利，既给投资又发放贷款，支持农

民打井修渠，发展灌溉。

50年代初期，农村土地以一家一户经营为主体，一般使用人工开挖的土井或砖井，以人力

或畜力提水灌溉，生产效率低，浇地质量差。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状况，人民政府领导农民修旧

井，挖新井，发贷款，买水车，增加浇地面积，发展农业生产。

1958年，南苑和王佐地区划归丰台区管辖，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大跃进的形势下掀起了

大办水利的高潮。1959年从密云水库工地拉回3台打井机，在草桥一带开始试打机井，取得经

验，全面推广。1961和1962年连续干旱，农用机井迅速普及平原地区。

1978年底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

展时期，工农业生产发展速度加快，用水量急剧增加，由于超量开采，地下水位也随之下降。70

年代末期，由于离心泵吸程的限制，只好将机井的机泵下座。80年代初期连续干旱，地下水位

下降速度加快，已经下座的离心泵仍不能满足吸程要求，故普遍更新机泵，用潜水泵或深井泵

取代离心泵。

为了满足局部无水源地区的灌溉需要，还先后兴建了王佐乡东水西调工程和西庄店141

工程，进行短距离调用地下水，扩大灌溉面积3000亩。

(---)建立扬水站，开发地表水源

在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的同时，区委、区政府还组织水利技术人员进行勘测、设计，统一规

戈Ⅱ，积极引进地表水源，以补充地下水资源的不足，解决无地下水资源地区的农田灌溉。

1956年春建阴山灌区，1962年底建莲花台灌区，两灌区合称莲阴灌区，引永定河水灌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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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店公社1．2万亩农田，先后投资610万元。80年代后期，永定河断流，莲阴灌区基本报废。

1958年，位于丰台区西南角的魏各庄大队在刚建成的青龙头水库东侧建青龙头扬站，后

经逐年改建、扩建、配套，1978年有效灌溉面积达到1．2万亩，成为王佐公社辛亡牛河西的主要

灌溉水源。青龙头灌区30多年来共投资489万元，其中国家投资260万元。

1964年建右安门灌区，渠首扬站在凉水河南岸右安门外，提取凉水河水灌溉农田。1971

年，对灌区进行大规模的改建，成为南护城河城市污水的尾闾工程，利用姚家井市政污水泵站

抽升的水力条件，通过压力管道达到自流灌溉，设计灌溉面积1．5万亩。此后，对灌区又进行了

局部改建，干、支渠道基本实现了管道输水，成为污水、河水混合灌溉的灌区。据不完全统计，总

投资240万元。

为了改造漏水漏肥的沙性土壤，原黄土岗公社(即今花乡乡)党委决定利用永定河汛期泄

洪的浑水放淤压沙。1968年10月开始测量设计，在卢沟老桥南的永定河左堤建进水闸引水，

称之为“胜利渠”，1972年全线竣工，当年浇地2000亩：由于永定河水无保证，“胜利渠”没有达

到预期目的。为了发挥干渠及其配套工程的效益，必须另辟水源，故1972年勘测设计黄土岗污

水灌渠，引进石景山地区污水。从吴家村污水泵站开始，通过暗涵穿过卢沟桥公社，在洪太庄附

近与原“胜利渠”汇流，形成两个水源，一套渠道设施，设计灌溉面积1．5万亩，于1975年底建

成。两次总投资359．6万元(其中：“胜利渠”73．6万元，污水渠286万元)。

除上述4个万亩灌区外，先后还建成卢沟桥、贺王、零号井、大红门、左安门、蒲黄榆等干亩

灌区。

(三)开垦荒地、黄土压沙、平整土地，改善灌溉条件。

解放初期，从南苑到王佐，苇塘、窑坑和涝洼地多，荒地连片，土地不平，还有数千亩盐碱

地，产量极低。1953年，宣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翻身农民的积极

性，组织起来，平地开荒，改善灌溉条件，促进了粮食增产。

为了促进群众开垦荒地的积极性，丰台区委决定：“开垦荒地，3年不计粮食产量。”南苑公

社还调公社拖拉机站的推土机和用市机械公司的机械，支援垦荒。从合作化到公社化，经过社

队干部、社员的十年努力，共开垦荒地一万多亩，且全部变成水浇地。到1966年粮食总产由

1960年的306．4万斤，增加到1496．4万斤，增加近4倍。每年向国家交售受群众欢迎的南苑

清水稻米400万斤左右。

卢沟桥乡的果园大队，到农业合作化时期，仍有大小坑洼和沙滩地1300多亩，全是不毛之

地。大风过后遍地皆白，当地群众称这里是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1962年，卢沟桥公社成立

指挥部，除调动当地各方面的力量外，还从其它大队调来200多名劳动力，在南苑公社3台推

土机的配合下，开始平整土地，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基础改造工程。社员们按规划在推平的沙滩

地上挖好树坑，又从附近的地里运来好土进行回填，然后又从北京西郊农场苗圃购来大量树

苗，栽植了苹果、桃、梨等果树25000多棵。同时，打水井20多眼，进行了电力设备的安装配套

工程建设。千亩荒滩变成了果园。

解放初期，花乡地区的西部和南部有大大小小的沙包、沙丘、沙龙360多个，大的高15—

16米，占地30多亩，小的也屋脊一样高，占地一、二十亩，飞沙耕地11000多亩。无风一片沙，

有风地搬家。农业合作化以后，使改造自然的活动，有了雄厚的人力资源和物质条件。一开始，

人们只想到将大大小小的沙丘推平了改成水浇地，种上庄稼，同时在地边、道边造防护林带防

风固沙。到了1959年底，水浇地面积增加了一倍。但1959年春季一场大风，推平的沙丘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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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麦苗和蔬菜被沙丘埋没看不见了。当年秋季又受到严重涝灾，渠道被冲毁。社员们清除

沙土抢救被埋的麦苗韭菜，排除积水，重新平除沙丘，疏通渠道，这样反复的斗争，使羊坊、高立

庄、六圈、葆台、看丹、白盆窑等村群众年年都付出大量的劳动。1962年，白盆窑大队党总支书

记、北京市劳动模范李宗和提出“黄土压沙”的治本办法：第一要挖好土源，第二要把沙丘地整

成可灌溉的平地，第三均匀的铺上5寸厚左右的黄土。白盆窑的经验很快在黄土岗公社全面推

广。到了1978年，经过了1962年～1965年，1968年～1972年，1972年～1978年三大战役15

个冬春的奋战，终于在全公社范围内，推平了大小360个沙丘，动土1028．8万立方米，不同运

距黄土83万立方米，把11000多亩飞沙地改造成旱涝保收的水浇地。

解放初期，农村耕地归农民个体所有，小平大不平，畦内平畦外不平，有水源也浇不好，耕

作粗放，产量低下。农业合作化以后，发挥集体力量，进行土地平整，改善了灌溉条件。1973年

秋，区政府成立平地办公室，组织各公社利用冬闲时间实行人机结合，平整土地。据不完全统

计，到1990年底，全区共平整土地12万亩(已扣除了历年重复计算数字)，动土方1618．4万立

方米，用人工1216．2万工日，投资1149．9万元。

三、发展节水灌溉工程，促进菜粮稳产高产。

节水灌溉工程具有节水、节地、增产、增收、适应各种地形等优点，特别是80年代以后，水

资源供需矛盾加剧，开源潜力不大，唯有节流可取，发展节水灌溉工程势在必行。

(一)喷灌

从1974年开始搞喷灌试点，先后搞了7处不同方式的试验，但都因为材料、技术不过关，

管理不善，相继失败。直到1988年，在顺义县大面积喷灌成功经验的启发下，重新上马，迅速发

展。

1988年，永定河断流，长辛店乡大片农田无法灌溉，加之亲眼见到顺义县大面积喷灌的显

著效益，重新激发了广大干部和群众试搞喷灌的积极性。东河沿村的北庙生产队利用本村的一

眼大口井，一举搞成了230亩小麦的半固定式喷灌，当年安装，当年受益。实测比较，比一般渠

灌节水50％、节地30％，增产35％。

1989年秋，王佐乡刘太庄村把原承包到户的500亩小麦地归村统一经营，推行喷灌。9月

份测量、规划、埋管，10月份即投入使用。每亩增产小麦150斤。

河西两乡尝到了甜头，推广半固定式喷灌的积极性更高了，仅1990年一年就完成了3000

亩(其中长辛店乡1000亩，王佐乡2000亩)，增产小麦45万斤，节水45万立方米。

(二)滴灌

1975年首先在黄土岗公社新发地大队的果园队安装了35亩果树滴灌系统，试用了一年

就废弃了。直到1986年，由于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农业用水日趋紧张，卢沟桥乡在市水利科

学研究所的协助下开始在蔬菜保护地进行滴灌试验，成效显著，不但节水50％，而且亩增蔬菜

1200斤，纯增收入651．2元。此后，河东三乡进行推广，1990年达到553亩。

(三)管灌

70年代初期，管道输水灌溉就已经起步。1975年王佐公社的东水西调工程就是管道输水

的尝试。1978年，南苑公社四分之三的耕地在管道输水灌溉的控制之下，被评为北京市农田灌

溉管道化公社。但那时的管道化程度还比较低，一般还保留着末级固定渠道。直到1987年，随

着现代化菜田建设的发展，对菜田灌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把末级固定渠道也改为塑料输水管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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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以花乡白盆窑村为试点，进行多井并网自控低压管道供水试验，平均每亩投入

236．6元，效益显著，一举成功。平均每亩菜田年节水250立方米、节电32度、节工4个、节地

4 oA，增纯收入百元左右。

1990年全区发展管灌面积14700亩(其中菜田10700亩，果园4000亩)，累计达到22838

亩(其中菜田16122亩，粮田1686亩，果园5030亩)。

四十年来的水利建设取得了旧社会无法比拟的巨大成就，发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锻炼造就了一大批水利专门人才。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前进的

大好形势，新的更加艰巨的任务摆到了全区人民的面前。全区现有水利工程抗灾能力还不高，

一般排涝标准仅能达到五年一遇，还有20％的旱地得不到灌溉，随着国民经济和城市建设的

飞速发展，水资源供需矛盾日趋尖锐。今后，不但要千方百计节约用水，也要想方设法引进水

源，由过去主要为农业服务，转向为全社会、为整个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坚持以内涵为主，适当

外延，加强经营管理，讲求经济实效，为提前实现全区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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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篇

行政区概况



丰台区位于北京城西南，东临朝阳区，南与大兴县接壤，北与崇文、宣武、海淀、石景山区毗

邻，西与房山、门头沟区相连，总面积304．2平方公里，是北京市的近郊区之一。

永定河由北向南穿过，把全区分为河东、河西两大部分，河东部分已列为北京城市规划区，

河西部分是粮食、林果的主要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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