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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崇礼县水利志》在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下，经作者的艰苦耕

耘，诸方团结协作，终于问世了，’令人可喜可贺。这部志书，体铡

完整，观点正确，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语言流畅，它全面地记述

了崇礼县水利建设事业发展的真实情况，．我个人读了这部志书，受

+益匪浅。．
“

，，：： ·_，．。t
：

． o一：．。，，■．
’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是一切生产活动的主要自然资

源，它直接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繁荣。历代王朝均 ，，

、把水利作为治国安邦的大事，新中国兴修水利，为全社会服务，更

显示了水利的重要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

‘

，崇礼县建制晚，偏僻落后，历史留给人们的水利建筑甚少。中’ ：’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崇礼县各级党委、政府非常重视水利建设， ‘，’

， 把水利工作作为山区建设的大事来抓。打井修渠，。缩河造地，打坝 ．

．淤滩，封山育林，抗旱防洪，小流域治理等，经三十多年治山治

：水，兴利除害，7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

全，取得了巨大成绩。． ，

，

．；

。．。金县人民在农田水利和水土保持建设的进程中，有成功，也有’

失误；有经验j也有教训。本志不仅记述了全县水利工作发展的全 “

-过程以及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利害得失的阶段性，同时也指出了今后+

水利建设的重点、发展的原则，遵循的规律等，是一本较好的科学

资料性专著．，它可使今人和后人记取经验教训，探索规律，去振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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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市和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工农业生产的飞速发展，水

产业，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更为突出，摆在崇礼人

建设亟待解决的主要课题是，怎样充分利用地上水，合

下水，维修配套现有工程，加快小流域治理步伐，完善

管理体制，让水利建设更好地为生产服务，为人民服

‘， ，j
· ‘

’

任务光荣而又艰巨，我相信，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

一致努力，崇礼的水利事业一定会兴旺发展起来．
_t

，：

。

。原崇礼县水利局局长’
‘

：现任崇礼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占山
一

一九九三年四月五日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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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本志记述的范围，为崇礼县1 985年底行政区域内的水利和

水土保持建设。，， ‘ 一

二、本志上溯不限，下限断至1985年，。个别章节延伸到1987年

．』三：本志采用章节体。体裁以志为主，1附以必要的图表和照
’_

“片· ； ：
。，

·

。

。

四、本志纪年，l 948年前用传统的朝代年号，括号内加注公元

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用公元纪年。r-．
。|

，’·

’‘

五、本志第一次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用全称，以后出现时简 ．

．称新中国：。
‘

。

，。

六、各级党、政，事j企机构名称首次使用时用全称，并在括 ，，

号内注明简称，再次出现时用简称。 -
．

’

七、本志的地名，当代的名称以崇礼县地名办公室公布的地名

为准；古代名称以当时习惯名称为准并注明今名。 ，～．：|．

． 八、本志数字记法，按国家七委局《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

试行规定》书写。．． ·．-
’’‘，

九、本志计量单位，1 948年以前按当时通用单位记述，1 949年

以后按国家计量局规定书写。

十、本志注释，简单的用文内括号注， 较复杂的采用当页脚

注．
‘

、

’十‘二，本志统计数字，以县统计局公布数字为准；统计局没有

一的数字，采用县档案局、县水利局的的统计数字。口碑资料数字都

经核实后采用，无法核实的，保留原始资料数字· 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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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崇礼县春秋战国时属燕国，秦汉两朝属上谷郡，．晋时为鲜单

地．北魏为怀荒、御夷二镇所辖。隋代为涿郡怀戎县北境。唐代为

突厥游牧地，属单于都护府的桑干都督府管辖。辽代属西京道归化

问文德县．金属西京路抚州柔远县。元属中书省上都路顺宁府．明

初属京师开平卫兴和守御千户所，后为鞑靼地；清顺治初属宣化镇

张家口路，雍正二年(1 724年)改为张家口厅，．归直隶省口北道管

辖。民国三年(19 1 4年)属张北县二、．四区，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五月，从张北县划出，设‘‘崇礼设治局修，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一月，日本军侵占后改为崇礼县．1937年l o月属伪蒙疆联合自

治政府察哈尔盟j 19 39年9月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边区抗日革

命根据地。1 941年3月和1 943年4月，分别建立龙(关)崇(礼)赤

(城)和龙(关)崇(礼)宣(化)两个民主联合县，属晋察冀边

区第十四专区，后改属北岳区第六专区，冀察区十二专区、察哈尔

省第七专区．1945年8月全县第一次解放，恢复崇礼县制。1946年

lo月．为国民党军占领，解放战争期间为游击区。1948年1 o月1日

金县二次解放，’重建崇礼县制，归察哈尔省察北专区．．；1952年划归

河北省张家口专区．1 985年，全县辖16个乡(镇)，21 3个行政村，

408个自然村，1 15 324口人，其中农业人口1 08 276入．总面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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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4．1平方公里，耕地376130亩，其中水浇地40073亩。
。

．崇礼县位于张家口东北明长城北侧，西北和东北以坝头为界，与

张北、沽源两县接壤；东部和南部以长城相隔，和赤城、宣化两县

毗邻；西南同张家口市相连：地处北纬40度47分至41度1 7分，1‘东经

114度47分至115度34分。东西最大横距64公里，南北最大纵长57公一

里。
‘

’

●

．i 崇礼县为冀西北山区；属燕山余脉大马群山支系，海拔高度8 1 7

～2174米。境内群山起伏，沟壑纵横，清水河上源的东、正，西三

条大沟由东北向西南贯穿全境，整个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大部

分属永定河水系；还有马营子河，属潮白河水系。金境属大陆性气

候、，冬季干寒，夏季凉爽；春秋两季多风。年均气温3．3℃，，无霜

期平均103天，年均降水量48 1．8毫米。． 。‘? ·
’

．

， 全县土壤多为栗钙土j东部和北部土壤中含腐植质较多j呈黑

褐色，土质较肥。其次是棕壤土，小部地区有褐土和草旬土。主产

莜麦。山药(土豆)、蚕豆、玉米、谷黍、亚麻等。
。

+崇礼县历代荒芜，自辽、金、元朝以来，从陕西：山西等地迁

入移民，繁衍生息，开疆拓土，沿清水河畔的场地至朝天洼一带开

渠引水灌田，抗旱增产。但受自然条件所限(山高沟窄， 水‘低地

高)，水利事业发展缓慢。到1949年全县仅有小型土渠93条，控制

水浇地面积1 1300亩，大面积坡梁地遭受干旱、洪水和水土流失灾

害，农业收成低而不稳，人民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生活贫苦。：t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崇礼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
。

领导下，恢复和发展生产，、展开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水土保持工

作，大体分为四个时期：：’ ：“ r_’、!‘·，“
，

一2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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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劳力，以公社为单位组成“大兵团”，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到1976年，共建成机井1 030眼，小(二)型水库7座，坑塘I 3座，高

家营万亩灌区一处，，潜流工程49处，扬水站49处，水电站和水轮泵

站9处，梯田84200亩，其中水平梯田48000亩。全县水浇地达到

58500亩，其中井浇3i000亩。但是，南一些工程是边勘查，边设
‘

计，边施工搞起来的，，标准低，质重差，如打井，坡地打，’平地．

打，有水的地方打，、无水的地方也打，有的地块打排子井或串井，

井距密度过大。有的地块打上大口井，又打钻机井， 形成浪费．

1977至1985年，水利建设进入“加强经营管理，注意经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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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截止1985年底，全县累计共有各种渠道216条，潜流24处，’塘

．坝l 3座，’蓄水池36个，机井大口井l 64眼(其中配套的l 47眼)j小

(二)型水库2座，扬水站1 9处，饮水49处，病改水4处，合计有效

灌溉面积40073亩。’还有各种防洪坝705道(其中浆砌石397道，干

．砌石308道)，总长1 605 75米。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面积达323．06平

方公里，占水土流失面积的3 1．1％。

水利、水土保持事业的发展，在改变崇礼县工农业生产条件上

， ，起了一定作用。：1985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l 43公斤，总产3885．5万

．． 公斤，人均占有粮359公斤，分别比195 o年增长1．8倍、1．4倍和0．56+

倍。特别是工矿企业发展较快，工业生产总值，1950年仅有29．1万

， 元，1985年达2098．8万元，增长7l倍。 ，‘

崇礼县的农田水利建设和水土保持工作，也走了不少弯路。崇

礼县一直把水利工作放在首位，．可是在治理上无长远规划；水土保

持是“头痛治头、脚痛医脚”，缺乏综合治理，造成顾此失彼，经

常遭受洪灾。春天挖好鱼鳞坑，秋天被淤平或毁坏；今年筑起坝，

来年被冲毁，年年如是。尤其198 4年6月的两次特大山洪，把建国

‘以来所建的水利工程冲毁70％以上，死亡20人，经济损失达2969万

元。这两次洪灾，党、政领导及全体人民清醒地认识到，山区水利

建设必须以水土保持为主，实行小流域治理和农田水利建设并举的

‘方针。小流域治理要治一片，成一片，管好一片·河道治理，应搞

好防洪工程，适当淤滩造田，使其真正发挥保田，保水、 防洪作

用，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农田水利建设中，应重点抓好废一

旧工程的修复、配套、管理和组织受益工作；新建工程，切实搞好勘

测设计工作j保证质、量，注重效益。。充分利用地上水，有计划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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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地下水，搞好园梯田建设，扬水上山，增加水浇地面积，，

溉效益；加强水蠡源开发、利用、节水管建和水费征收工作
以水养水，增强水利后劲；同时调整农林牧业的生产结构，

区优势，提亭水事源利用率，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一√．本章通过记述自然

．以便在水利建设事业中

．使其更好地为全县的经

祖国做贡献。

、， 第一节 地 形

一T’崇礼县为冀西北山区，．属燕山余脉大马群山支系。境内群山起

伏，。沟壑遍布，，东、正、西三条大沟由东北向西南贯穿全境，4720

余条支沟盘横其间，．整个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0海拔8 l 7～21 74

米。其中海拔i000米以下面积61．7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2．6％‘；

1000一l 250米面积401．7平方公里，占I 7．2 oh；1 250—1500米．J，

面积688．8平方公里，占29．5％；1500^v l 750米面积8 06．6平方公

里，占34．60h；1750—2000米面积349．8平方公里，占15％；2000米

以上面积25．5平方公里，占I．1％。

全境以中山为主，并有部分低山和丘陵。根据海拔高度、地面

坡度和地表形态等因素，将全县地貌划为三个大类和六个亚类：√

一，侵蚀剥蚀中山，包括石质中山和山地沟谷两个亚类。石质

中山面积1688．5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72．30h，海拔大部在1500米√

以上，土层薄，天然植被较好，土壤侵蚀轻微；．山地沟谷面积18 3

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7．8 oh，地势较平坦，坡降为I o‰至60‰，．

一7一一 ，
．·

．

? 一I少
I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