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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水利，除水害，亘古以来就是治国安邦的大计，史志不乏记述，

传闻更为广泛。所有政治文化之兴衰历史，莫不与水利之兴衰息息相

关，古今世界概莫能外。

宁夏引黄河水灌溉的历史，可远溯到秦、汉，历经沧桑变化从未

中断，遂成为国内仅有的几个古老灌区之一。由于既得黄河水之利，

也得黄河泥之益，无虞旱涝，年种年收，“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名

不虚传。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塞北江南’’的称誉。

正因为沓利灌溉是当地人民赖以为生的根本所在，在无水利灌

溉即无农牧业的严酷自然条件下，当地人民和执政者历来都视水利

为命脉。证诸历史记载和现实，可以认定“当地的水利事业，盛进衰

退，总在前进”的论断是可信的。以水利为主干来认识和解述当地的

人文历史和经济事业，亦属确切。唐肃宗之继位灵武，西夏之建都兴

庆，元设路，明置卫，清设府，民国立省，马鸿逵踞此称雄，都说明

该地因得黄河水之利而民丰物阜，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从而也招来了

历史上多年多次的兵连祸结。得之于水，失之于水，祸福相因，事理，
／

使然也。 。’

古代有关水利的记述，涉及宁夏的甚少。明宣德《宁夏志》，嘉

靖《宁夏新志》，清乾隆《宁夏府志》，民国15年出版的《朔方道

志》中，虽均有水利方面的记述，但多约而欠详。《魏书·刁雍传》言

及截堵西河为早已有之的古高渠供水的记述，视为本区最早的确切

水利记载。见于民国以前的记载中，以“清宫档案"里系统地记录了

自康熙四十八年至宣统三年的黄河青铜峡大山嘴历次报汛数据。．雍

正年间整修唐徕、汉延渠碑记及新开惠农、昌润渠等碑记较为翔实。

民国初年的《调查河套报告书》及收录郡人吴复安撰写的《言渠务利

弊书》等记述翔实，极为可贵。1936年刊印的《宁夏省水利专刊》是



宁夏灌区仅有的一本专著，较为系统的记述了引黄灌溉、排水和河

工。1945年，前黄河水利委员会宁夏工程总队实测有灌区1／1 0000地

形图。原图已失，现有缩制的1／sooo地形图及严恺亲手拟出的青铜

峡闸坝与灌区规划设计，皆为难得的历史资料。

可喜的是在这次纂修水利志中。，得到各方面的热忱襄助，特别是

水利界的老同志，如黄震东总工程师提供了他19，42年撰写的《宁夏

省农田水利改进问题之我见》，论点可取，数据确凿。中国水利学会

理事长严恺写来的《关于前黄委会宁夏工程队情况的复函》，郑肇经

老的《宁夏秦渠创始时期的探讨》，李景牧老的《草土埽工》，王三祝、

陈靖、毛震宇等从事宁夏水利工作多年的老同志所撰述的亲历、亲

见、亲闻的三亲资料，连同我的工作日记；除这些翔实的“三亲"资

料之外，还采用了历史和现状地形图、照片、工程纵横断面图、示意

图、表格、曲线等表述方式，较之纯文字的描述更为直观而了然。

宁夏引黄灌溉之所以能经久不衰而历有发展的原因，既在于具

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也在于有切实可行的治水、管水、用水的方

式方法和制度。

黄河出黑山、青铜两峡后，既有开阔的川原可资引灌，又有充沛

的水量与泥沙资源。河水在出峡口处，因受石山约束，河床与水位相

对稳定，利于布设渠道引水口。故各大干渠口多设于峡之出口处。又

以河道出峡后流经开阔地带，河坡变缓，流速减慢，与河水俱来的卵

砾石粗砂(推移质)和泥沙(悬移质)日积月累的推淤，阻塞了水道

的畅流，导致了河流改道就低。改道初期表现为冲刷，但淤积过程一

如既往，再淤高再改道，这种有序而无常的递变，致使渠口与灌区因

之变迁。渠口为争取水位一再向上游延伸，灌区也因河道游移不定而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遂成为自然规律。现存于高阶地的汉墓

群；古有记载、‘今已不见影踪的御史、尚书、七级：特进等渠；灵武

城之三次迁徙，均当作如是解。黄河桃花峪以下之变迁，各大江河入

海口之三角洲，亦当作如是观。

“民办、公助、官督"的治水、用水方式，生命力极强。水利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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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工料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受行政体制的干扰。举荐的管水人

员多数是当地深孚众望的贤能。’记得1929年春，马仲英攻占了宁夏

省城，主席门致中出逃，执政府已不存在，而正在施工的渠道春工岁

修仍在照常进行，不曾中断。可见民办水利的优良传统是当地渠道经

久不衰的主要原因之一。“封依"的轮灌制度I。草土埽工”的防冲堵

口；导：蓄、泄的防治山洪为害；植柳固堤防沙的作用；“碱地生效，

开沟种稻”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制度，都是该灌区赖以长期存在并发

展的主要原因。加之新材料、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更为水利发展节省

了费用，加快了进度。

．山区的水利与保持水土在兴建渠道、水库、塘坝、机井、小高抽

和扬送黄河水等方面，都已有了相当进展。水浇地、沟坝地、隔坡梯

田、洪漫地、压沙地等，年有增长，解决人畜饮水的水窖、引水管道

等正在兴办，但以自然条件严酷，治理建设的工作任重道远，非长期

不懈的努力，难臻于成。

水利专志还具有资料汇萃的性质和作用，除将收集考证可信的

必要资料以附录、附表、大事记等辑入外，另以轶闻逸事一节录存了

民间广为流传的水利传说，印证了治水的人物事迹在群众中的褒贬

毁誉，颇为可取。

本志遵概述过去，详书现状，简涉未来的宗旨，将近百万字的初

稿，经一再精简到约50万字。但仍有重复、冗杂、疏漏之处，幸有

各大干渠和市、县水利专志12本刊印，还有正在编写的若干本即将

行世，或可补本志之不足。

光阴荏苒，时不我与。在编纂本志的6年中，参与编写的郝季厚、

陈铭彝、王三祝、周法森、冯德厚等五君已先后谢世，幸其编写成果

已辑入志内，是堪告慰于五君之灵。
’

盛世修志，众手成书。本志幸得许多从事水利工作多年甚至终生

奉献的老同志参与编写修订，现身说法，真实可信。但疏漏之处仍所

难免，尚望予以指正，不胜翘企之至。
： 吴尚贤199阵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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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的水利事业，在新中国成立后获得迅速发展，成就之大，远

非历代所能比拟。水利建设对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

了重要作用。我有幸担任过一段水利厅领导并主持过一段修志工作，

深感与水斗争的重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以及水利建设中质量第

一，造福于人民的极端重要性，并认识到编写水利志的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30余年来，多忙于工程建设，对水利事业的成败得

失，缺乏全面的总结，系统的记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处此政通

人和之盛世，修志成为当代人之职责。水利厅新老领导对编修水利志

都很重视，决定从上到下抽调一批从事水利工作多年，又有一定写作

能力，并热心修志的同志，组成一支专职与兼职相结合、在职与聘用

相结合的修志队伍，从事各级水利志的编纂。经过六七年的辛勤努

力，已完成并出版了平罗、陶乐、惠农、隆德、永宁等县水利志和秦

渠、七星、跃进、汉延、惠农等渠道专志，宁夏水利总志也已完成。

总志编者们多方收集资料，反复论证核实，数易其稿，存真求实，使

其较全面而真实地记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宁夏水利事业各方面的

成就与问题。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误教训，对当今水利工作有资治

作用，对后世也有存史借鉴作用。

在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水利任务繁重，有大量工作要

做。整修改建原有工程设施，增建新建各种水利工程，提高抗御水旱

灾害能力，进一步提高管理工作水平，解决干旱地区人畜饮水困难，

保持水土，防止水污染和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的研究应用等还任

重而道远。要做好今后水利工作，借鉴历史经验十分必要。第一部宁

夏水利志的出版问世，无疑是有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我在此表示

祝贺，并书数语作为序言。

苏尚礼 1988年1 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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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以述实为主，一般不作评论，寓褒贬于述实之中，有些

经验教训或规律的归纳以按语方式附述。

二、本区行政区划曾多次变更，本志取事以现行区域为准：各历

史时期的行政区划及地名，均沿用旧名，并加注今名。

三、本志采用章节体，设篇、章、节、目、子目五个层次，以类

系事，横排竖写，以横为主，纵横结合。

四、本志记事，本着“统合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述建

国以来的各项水利、水保建设事业，对于建国以前尤其是古代的水

利，本着纵不断线的要求，力求简要可靠。

五、本志断限，由于各事物之起始时间不一，上限不定，下限断

至1985年底，有些事件或工程视需要作适当下延。

六、本志采用第三人称的文字记述，并配以图、表、照片等。统

计数字、计量数字、百分比一律用阿拉伯字书写，引用古籍文献者，

原文照录。。

七、新中国成立前的纪年用各朝代年号，后注公元年号，公元前

纪年在年号前加一“前”字，公元后纪年均不加公元字样，新中国成

立后用公元纪年。

八、治水人物无论古今，均记述其治水事绩，不涉及其它事绩；

水利劳模只记自治区和水电部评定的人员。

九、志中凡有交叉或内容重复的，主题章节详述，相关章节从简

或略去。

‘十、本志所用资料，来自搜集到的档案、古籍图书、方志、专著

及调查访问得到的亲历、亲见、亲闻资料，均不依次加注。

十一、为减少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
· 1 ，



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简称中共中央，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简称自治区政府，中国共产党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简称自治区党

委或区党委，水利电力局(科)简称水电局(科)。

十二、文中所配图、表均以篇为单元编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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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宁夏自1929年建省以来，行政建制和区划，几经变更。1958年宁夏回族自

治区成立迄今，辖2个地区，2个地级市，2个县级市，15个县，7个市辖区。

面积5．18万平方公里(行政区划面积6．64万平方公里)，1985年底人口412．62

万．回族占32．3％。年降雨量全区平均305毫米，^由南部六盘山的600毫米，向

北递减到引黄灌区的200毫米。年平均蒸发量与气温，由南向北递增。黄河过

境水量年均325亿立方米，山区地表水与地下水均量少质差，年均径流7．6亿

立方米，不宜饮用和灌溉的苦水占1／s强。

宁夏水利事业，源远流长。据农科院的量算，全区实有耕地1776．7万亩中，

水浇地有538．3万亩(统计亩数为4．12．15万亩)。

今依自然地理和经济活动所形成的引黄河水灌区与南部山区两大片的水利

事业，分述于下。
’

引黄河水灌区

宁夏引黄河水灌溉区习称川区，地处河套西部，又称前套或西套。由傍黄

河两岸的卫宁、河东、河西、陶乐等四个独立灌区组成。现有4市、13县

(区)、20个国营农牧场。凡黄河水灌到之处，渠沟纵横，旱涝无虞，年种年收。

树荫遮村屋，道旁柳相属，。塞上天府，鱼米之乡一，从南北朝起，就有“塞北

江南"之称誉。’

这里引黄河水灌溉，历史悠久。远在汉唐即有记载。《魏书·刁雍传》中，

有截堵西河为古高渠供水的明确记述，并说“观旧渠堰，乃上古所制，非近代

也。一可见北魏之前，当地已有古渠之设置。唐、宋以来，代有发展，从未中断。

目前仍是国内仅有的古老灌区之一。

唐肃宗之即位灵武，西夏之建都兴庆(银川老城)与宋代相始终，元设路、

明置卫、清立府、民国建省，这些史实，都与年种年收的引黄河水灌溉之利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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