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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生活不可一日无水，水利不可长期无志。如今《f7头沟区水利志》终

于问世，实在令人欣喜，值得庆贺。

《f7头沟区水利志》是本区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水利志。尽管它记述

的是近半个世纪中主要水利发展情况，但仍然具有承上启下的重大价

值，尽可供后人品评运用。

《f7头沟区水利志》，共有11篇，30章，111节，总计约38万字。虽

然内容较多，篇幅较长，但由于设定的体例适宜，编写的时序清晰，故仍

不失较强的可读性。

阅读本志，将使人们对门头沟区自解放以来，从养水(涵养水源)、

蓄水到用水，从工程的设计到施工，从工程的使用到管理等诸多方面，

有一个系统全面的了解。这些有益实践的记述，可使人们在今后的水利

工作中，汲取经验，接受教训，得到借鉴，受到启迪。

阅读本志，还将使人们从它的字里行间领会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

政府对百姓的一片爱心，感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立志治水的决心，体察到

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对自己所干事业的耿耿忠心。正所谓：‘‘‘三心’结晶，

弊除利兴。"

编志务求内容翔实，读志则不必求全责备。无志尚需查找资料，有

志岂可藏于柜中!愿我区广大干部、群众、科技人员和社会各方各界人

士，都来阅读这部既先声夺人、又耐人品味的好书。

王德起为门头沟区副区长

曼i参恕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序 二

《门头沟区水利志》付梓了。

“盛世修志，势在必行”。新中国遍修水利志，开历史之先河。这是

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水利重要性的反映。国内外先贤有言：“水是生命

的源泉，繁荣的信使?，“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至今，实践和认识有了飞

跃，水利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成为整个国民经济

的命脉。

史鉴使人明智。建国以来的水利建设，无论在地域上，还是在规模

上，都是历朝历代所无法比拟的。这在门头沟区也是如此。它是一个开

创的过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农民为主力军的亿万群众，投入

了这一波澜壮阔的事业。成绩的巨大有目共睹，有曲折、有失误，也是

“题中应有之义”。现在把它编纂志之，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往事如烟。门头沟区40多年来，无日不在办水利，无村没有办水

利。要把众多的实践，如麻的人、事，收集起来，归纳整理，精益求精，编

纂成集思想性、科学性、真实性于一体的如此志书，没有锲而不舍的精

神是不行的。对这精神财富，具体工作的同志功不可没，功在千秋。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除了真实，并合于志体外，编纂者还力求语言

的优美与文字的通达。这在任务重、时间紧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然

而，“长江万里，何能不千里一曲"，志书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

同仁，多提宝贵意见，以供今后修改完善之。

岳德明为门头沟区水利局局长

名浍’I"1。V／积y

一九九四年七月



凡 例

一、本志的起迄年限为从1949年至1990年，对某些个别问题，则上溯到有据可考时止。

二、编修本志的目的，是通过对水利工作资料的归纳整理，使之益资治，利存史，并告慰前

人，启迪来者。对广大水利工作者和关心水利事业的朋友们，则是使其继承有基础，开拓有借

鉴，充分利用长期来形成的水文化，不断把水利建设推向新阶段。

三、本志的编写，严格遵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席关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

义观点，忠于史实，客观记述，述而不论，不加褒贬地把历史的本来面目呈现于读者面前。

四、本志体例，按事分类，依时序写，但一般不打破乡的界线。以记事本末体为主，辅之以必

要的编年体。体裁分记、志、传、图、表、录，分别用以叙事和记实。内容结构分篇、章、节、目；对

于不宜划分的，则按历史进程或问题的性质划分阶段。

为把时、事划分清楚，本志拟定工程时序以开工年计。对于不易划分工程的分类，实行“从

主”原则，即：有水库、有电站的，从电站；有塘坝、有渠道的，从塘坝；饮用兼灌溉的，从饮用；有

自流、有扬水、有喷灌的，首从喷灌，次从扬水，再次为自流。

五、在字词的使用上，本志力求简明，既注意节省篇幅，又方便各界朋友阅读。

本志中的党、党员，指中国共产党及其成员。市委、区委、公社(乡)党委和党支部，指中共各

级组织。党组和“文革”中党的核心小组，是中共在水利局机关中的组织。

建国，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解放，一般指1948年北平和平解放。有的地方指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有的指1938

年斋堂建立宛平县抗日民主政府而言。属于后两种情况的，可在语言环境中辨别清楚。

在一些专业资料中常用的各种符号，除℃(摄氏度)外，其它如代表方向的，代表水类型的，

代表氢离子浓度指数的和代表污染物质的等，本志一律采用中文，而将其符号列入括弧中作

注。

六、纪年，清以前以帝王年号纪年，用汉字书写，中华民国纪年以阿拉伯文书写；其后均以

公元纪年作注。

七、称谓，以工程(事物)发生的时间为准，但在各类标题和议论性的文字中，则一律以

1990年的称谓为准。

八、计量，志中各类数字以区统计局数字为准，采用其它部门数字时，文中加以说明。

粮菜产量，1986年以前的，以市斤计；1987年以后的，以公斤计。两种计法用于一处时，一

律折成市斤。

长度，万米以下以米为单位，万米以上(含万米)以公里为单位。

货币，万元以下以元为单位，万元以上(含万元)以万元为单位。国民经济产值等以亿元为

单位。旧币不折合。

九、文中成段引用他人著作和认为有必要加以注明的，于每页底部按序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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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门头沟区水利志》，是门头沟区42年水利工作全面而真实的记述。它的诞生，对于水利工

作领导者，对于水利事业的实际工作者和水利史料的研究者，将会有所裨益。

门头沟区位于首都北京阜成门正西25公里处，东对燕山，西连太行，永定河自幽州入境，

穿越7个乡镇后入丰台区界，全长100．5公里。境内9成多是山地，近5成地下有煤，耕地11

万亩；70％是梯田，7大煤矿和数百座小煤窑分布于西、南两侧。

由于境内多山、山高，一切自然因子和自然条件都具有与山体相应的明显特征：山头植被

稀疏，涵养水源能力差，水土流失严重；山沟坡降较大，洪水易发，而且流急。耕地因山而块小，

道路因山而不畅。在这种情况下，水利工作者的治水只能在对山对矿的总体认识上来进行，既

要适应山的脾气，又要对山进行局部的改造。

这里民风淳朴，民智开化。早在一万多年以前，“东胡林人”①就在这里劳动生息。在长期

的历史发展中，他们的子孙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众多山峦中的众多古寺，闪烁着他们智慧的光

辉，永定河两岸的水利工程，记录着他们不凡的业绩。历代帝王只管对人们灵魂的统治，并不顾

及其生活的温饱，所以数千年来所建水利工程总数竞不及庙宇数目的百分之一；每逢天旱不

雨，人们便“迎龙水庙”祈求恩赐，遇有洪水，则是烧香许愿，求神保佑。人们百般虔诚，神灵却无

动于衷。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科学向迷信展开了挑战，神灵被逐出历史舞台，门头沟区

水利工程建设开始了新纪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及时转化为经济建设的积极性，水利建设

取得的成绩尤为突出。

建国以来的42年中，全区15个乡镇(不包括北岭、色树坟)共建设各种水利工程2697项，

(参见《门头沟区水利工程分布图》)其中用于蓄水的塘坝、截流、水池和水库258项，蓄水能力

为8299．8万立方米；水源开发工程435项；用于灌溉的渠道125条(含旧有渠10条，下同。总

长254．3公里)、扬水站和喷滴灌等工程614项；用于防洪的堤坝、谷坊及河道疏浚等工程866

项；用于饮水工程512项；水电站13座，装机容量9．9275万千瓦。另外，小流域治理129条，控

制水土流失面积80．92平方公里。在已治理的沟谷中，修建各种堤坝塘池和截流等工程共有

3365项，整滩造地、改造梯田4万亩，植树造林、封山育林21．42万亩。这些工程的完成，使灌

溉面积由解放前的7000多亩扩大到6．2万亩(水利局统计)，使粮菜产量大大增加；使128个

村的19572户、总计7．35万人和部分大牲畜的用水问题得到解决，其中一部分村实现了自来

水入户；使城乡52个单位(村、校、街道)的2192户、8698人摆脱了洪水的威胁。水土流失的治——’，I
①“东湖林人”文物出土地点在斋堂侯东胡林村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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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使发展和环境相统一，使人们经济收入稳步增加，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以上工程共完成土石方2100万立方米，投工1000多万个，使用钢材、水泥20多万吨，木

材1万多立方米。共投资3亿多元，其中区属工程投资2966．65万元，包括国家补助1869．4万

元，占区投资总数的63％。另有小米近百万斤。

这些工程，按其建设目的，建筑规模，时代特征和参与人数等，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5年)是由恢复到发展。这个阶段的主要目的是医治天灾人祸造成的

创伤，工程是局部的，规模是较小的。新建工程主要是护村堤坝和灌溉渠道，建设较易，质量较

好。针对1950年洪水造成的损失，从1953年开始，在斋堂一带的南沟、北沟以及永定河沿岸的

龙泉务、大峪、上岸、西辛称一带建护村堤坝2850米。1954年，国家投资4亿元，在清水河南

沟、北沟以及林字台、石羊沟等，修筑谷坊180座，丁坝20座。门城镇一带，先后在崇化庄浆砌

护岸3500米，1955年对圈门——葡萄嘴和崇化庄——屠宰厂段河道进行了疏浚防渗，从而使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煤炭的顺利开采获得了保证。

这个阶段的渠道工程主要有，1950年十六区对城龙、稻地等3条渠道的恢复；1951年外十

三、官公等3条渠道的兴建(共长11．3公里)；宛平县新修、扩建水渠18条，长28．8公里。

第二阶段(1956--1977年)是小有间歇的大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目的是增产粮食，

起初是为克服三年自然灾害，后是为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五、八的要求，再以后则是为备

战备荒，藏粮于民。工程形式不再是单一的渠塘堤坝，水库，扬水站和水力发电站等工程不断出

现。这个阶段的水利工作同前一阶段比较，有三点显著不同。一是办工程的形式不同，前段是

按常规组织人力办水利，这段是打破常规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办水利。自市委提出开展群众性的

水利运动后，农民群众率先行动，工、商、学、兵及国家职工和街道家属等，积极予以支援，短短

一两年间出现了村村搞工程，全民办水利的大跃进局面。1958年春节全区参加水利工程劳动

的群众达6万多人，其中许多人在水利工地吃饺子。二是工程规模不同。前段的工程多是从一

村一地地需要来安排，工程量多为千把立方米，工程的功能多为防止洪水冲刷。这个阶段的水

利是从流域的观点来考虑，因此大工程多。鲁家滩、下河、龙I：1、安子、斋堂和苇子水水库以及路

堤结合的斋堂公路的工程量，少则5—6万立方米，多的达到300多万立方米。这些水库对它所

控制流域洪水的约束，比那些小工程自然大不相同。三是投入不同。前段水利的投入主要是人

力，这个阶段电力、机械得到广泛应用，人工劳动总量增加，但人工劳动所占的比例却有所下

降。水利工程技术的重要性，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经过仔细勘测和周密设计的工程日渐

增多。

这个阶段的22年中，全区水浇地由1．87万亩发展到4．41万亩，粮食产量由2270万斤增

加到4540万斤，其中1974年产量5290万斤，创历史最高记录。

第三阶段(1978—1990年)是巩固提高，全面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水利工作的目标仍然是

抗旱。这个阶段的“全面发展”，主要表现是改水利工作的单一生产为多种经营，提倡以水养水，

为增强水利部门自身的发展能力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障。再是部分农田改变了灌溉方式，大力

发展节水工程；同时注意到林果和乡村工业的用水。从1978年起，水利工程转向“以喷滴灌”为

中心，当年完成工程21项。1981年完成潭柘寺等地喷灌工程18项，到1990年，清水、田庄、齐

家庄、潭柘寺、上苇甸等乡共完成工程45处，控制灌溉面积10684亩。三是在建设灌溉工程的

同时，大力发展饮水工程，共完成饮水工程23处，解决了23个村、3313户、10581人的生活用

水困难问题。并完成改善用水工程4处，使1490户、3883人饮上了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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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段中的“巩固提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水土保持方面，将以前的点片分散及

某种单项措施，改为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并收到了显著成效。在水利工程方面，改以前

的重建设轻管理为以管理为重点。1978年开始建立“四定三包”责任制，提高了设施、设备的完
好率，提高了水的利用率，使以前所建工程效益明显发挥出来。在此以后，水利工作的各个方面

都建立了管理制度，开始步入了依法治水的轨道。

这个阶段的大工程是龙泉务水电站和通州峪工程的续建等。

包括前两阶段在内的三个阶段中，工程质量一般较好，其中经久耐用的优质工程也不乏其

数，成为各个时期、各类工程的典范。军庄水轮泵站和苇甸沟水土流失治理得到部市级领导首

肯和荣誉奖励。50年代九龙头的治理，在华北5省市领导观摩中受到好评。羊井底、大泉山人

帮助修建的防洪谷坊和火村、沿河城的灌溉渠，历经多年洪水冲刷，至今仍巍然屹立。总之，各

个阶段的成绩是主要的。

但不讳言，也有少数工程质量较低。特别是在长达22年的第二阶段中，由于群众求水心

切，由于科技意识薄弱’，由于科技力量不足等原因，出现了十几个干井、3个漏库，白挖了几个

库基，既有多工程截一水的重复建设，也有建(水库)而未成的半截子工程。这些都从一个侧面

说明，只有把革命热情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好的成绩，否则，不是不能成功，便是

造成损失。

进入80年代后期，因为70年代开始的干旱日益加剧，有些工程因水源干枯，已不能使用。

有些地方的农民在做劳务与种田的抉择中选择了前者，而弃水利工程于不用。这些情况与工程

质量无关。如果永定河水源丰富，以龙泉务电站为首的一批小电站马上可以满负荷发电。如果

能使农民感到种田效益大于劳务等其它收入时，“引水入潭”和下河水库一些设计合理、方便好

用的工程，定会重新运转起来。就是一些受到破坏的工程，也可望迅速得到恢复。

以上三个阶段的水利工作，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各有不同的新事物出现，这些新事物的出

现，是与自然界的阶段性变化，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相联系的。从提水设备看，全国解

放前是摇辘轳或用柳条斗打坝，1951年斋堂用牲畜拉水车，50年代后期是水锤泵，60年代以

后是多种型号的电机泵。从提水动力看，50年代是锅驼机，60年代以后是电力。以工程形式看，

60年代以前全是渠道，60年代后开始打井，70年代开始兴建水库以及大量的扬水站。就渠道

而言，60年代前基本全是土渠，70年代浆砌渠开始出现，80年代则迈入管道化。此外，灌溉方

式由漫灌到喷灌，取用饮水方式由肩担畜驮到自来水入户。这些新事物的出现，标志着水利事

业在不断进步，各项工程、设备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是水利事业发展的总趋势。

但是也有较为稳定甚至不变的一面——就是作为全部工程概括的特点没有变。这个特点

就是渠短、井深，投资大、收益小，经不起干旱考验的工程多。

这个不变的特点是区内的地质地貌决定的。区内地貌是岭脊与沟谷并存，沟谷错综复杂，

而又切割严重，地块极为零碎，所以水利工程便不能不小。最大的斋堂水库库容只有5000多万

立方米，最长的燕梁渠名为万米，实则它存在时间仅仅两年。大部工程覆盖面极小，苇子水等

地，打一眼井只浇4亩地，修一个塘坝只浇十几亩地的，在全部工程中占有相当比例。由于地下

水缺乏，打井选位很难，井深百米的不少，甚至有的达到400米，而它每小时出水量往往只几立

方米，只能供应百八十人用水。由于是石质山地，所以动工只能跟石头打交道。由于每个工程

的控制面积小，由于动工石方居多，再加工程位置偏僻和交通不便，所以工程投资自然不少。由

于地质地貌的综合原因，有一半左右的灌溉工程于70年代呈现干枯无水，有的已弃之不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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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无它不可，因此又要新建。干枯一批，新建一批，明知耗资费工，但又不能不建——这也是

门头沟区水利的特点之一。

党和政府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同群众治水积极性相结合，是完成以上水利工程的基本

保证。 一

党的领导，首先在于她提出了水利工作方针，使各个时期的水利建设保持着正确的方向，

以至健康发展。1949年1．1月，水利部会议提出“防治水患，兴修水利”的方针。十数年后在水利

工作大规模展开之际，提出“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方针。而在大批水利工程建

成的时候，1987年中央和市委相继召开会议，指出“把水利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管理上来”，提出

“加强管理，讲求实效，全面服务”的水利工作方针。

二是对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反复宣传“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科学论断，进行“完

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号召人民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在党的长期教育下，一

些原来难办的问题比较容易地解决了。清水北沟流域人民早想修一条水渠，可是下游要修上游

不修，以至下游的目的难达到。公社化后在建设社会主义大目标下，上下游的矛盾自然化解，水

渠很快修成。许多人把为人民服务当作无尚光荣，东北山共产党员王金官，在1950年8月4日

晨山洪袭来之际，他鸣锣告警，结果大部分村民安全脱险，而他及其子却被山洪吞噬了生命。杜

家庄共产党员任成智生前常对人说：“当干部不解决杜家庄的吃水问题，就没脸见人。”他后来

为打井殉职。基层领导如此，区社领导同样如此，哪里有水利工程，哪里就有公社(乡)领导入现

场指挥；哪里有灾情，哪里就有县(区)委书记、县(区)长的身影出现，如宛平县县委书记景振

洋、副县长安宏印1950年8月斋堂救灾，都是很好的例证。

群众对于带领他们治水的领导及治水功绩，铭刻在心，经久不忘。傅有元带领傅家台人修

成水渠后“竞于十九年秋召赴玉楼而去”，①可是他的精神仍留人间，隔了22年村人动议给他

们立碑。当一位姓孔的找傅万书先生要求他拟碑文时，傅认为“余虽年老焉敢以不敏辞”，因此

有了傅家台水渠碑文的诞生。1950年斋堂地区山洪灾害幸免遇难者，对于王金官②的鸣锣报

警，杜家庄村群众对任成智为解决杜家庄吃水问题的献身精神，是永远难以忘记的。

“饮水思源”是我国古训，它给治水者以极大慰藉。
‘

-党和政府的领导还特别注意发动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参与水利工程的踏查、勘测、研究、设

计以至施工；同时组织邻县、邻社给某些水利工程以支援。。(支援单位名单见《附录》一)如斋堂

水库就是丰台、顺义等兄弟区县帮助建成的。鲁家滩水库、龙口水库、龙泉务水电站及军庄水轮

泵站，是潭柘寺、永定、门头沟、军庄各社组织全社力量建成的。可以说，没有大协作就不会有大

工程，而没有大工程，就难以制服大洪水，取得大收益。路堤结合的斋堂公路的建设，区内只参

加700多人，主要力量还是靠市组织5000多人的支援才告成功的。几十年后的情况说明，斋堂

地区的安全、发展、富裕以及其它重大成就的取得，无不与公路有关。

在国民经济不够发达，在国家财政比较困难的条件下，党和政府对水利的支持及时而且有

力。宛平县水毁工程的恢复，受山洪威胁村庄防洪工程的建设和十六区对城龙渠的修复，都是

靠贷给小米的扶持才得成功的。从那时以后所建的两千多项工程中，除了个别工程以外，绝大

①引文一律出自《傅家台水渠碑文》
②见本志《已故治水人物》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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