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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指

重点

的行

分门

，缪，

以后

一律用公元纪年。

六、数字的用法，按照1987年1月1日国家语委等七部门联合

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七、计量单位除灌溉面积采用市制亩外，其他遵照国务院1 984

年2月27日发布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的

有关规定。

八、本志测量高程采用黄海高程。

九、各时代地名、政权、官职等称谓，一律沿用旧称，加注今名。现

代人物除引文外‘，均直书其名。本志首次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用全

称，以下简称建国前、后。第一次出现“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左旗人

民政府"、“中国共产党阿拉善左旗委员会’’时用全称，以后均简称为

“阿左旗”、“旗政府"、“旗委"。

十、书中的苏木即是农业县的乡；嘎查即为村。 。

十一、本志资料取自阿拉善左旗档案馆i统计局、水利局等有关

单位和所征集的口碑资料。

f知



序 一

序

《阿拉善左旗水利志》即将付梓印刷，旗水利局负责同志嘱我作

序。作为在阿拉善左旗工作多年的老兵，手捧沉甸甸的《阿拉善左旗

水利志》感慨万千。

阿拉善左旗是超干旱地区，天上少雨，地下缺水。水资源奇缺历

来是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新中国成立前，封建统治阶

级只知搜刮民财以饱私囊，而水利建设几无建树。1949年以后，‘在中

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国家大力支持下，阿拉善左旗历届党委和

政府都把水利建设作为改善生态环境、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来抓，取

得了卓著的业绩：

《阿拉善左旗水利志》以翔实的材料，忠实地展现了阿拉善左旗

四十年来水利建设发展之路。在党的领导下，全旗各族人民发扬大无

畏的革命精神，靠自己的双手截流、筑坝、打井、挖渠，大搞水利建设。

血水和汗水融入泉水、河水，滋润着干涸的荒原沙漠。这是一条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之路。四十年来，阿拉善左旗水利战线的同志们以“骆

驼精神’’，顶酷暑，冒严寒，披荆斩棘于贺兰山深处，餐风露宿于腾格

里沙漠腹地，查找水源，积累资料，克服了难以数计的常人无法想象

的困难。他们曾饱尝过成功的甘甜；更品味了失败的苦涩。功乎，过

乎，历史自有评说。《阿拉善左旗水利志》编纂者对浩繁的历史资料，

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筛选分类。而后几易其稿终成此册，实属艰

苦的工程。其精神令人钦佩。

《阿拉善左旗水利志》对于有关领导和从事水利工作的人员提供

了可借鉴的依据；对于各界人士认识阿拉善左旗是一扇小小的窗口；

对青少年是进行热爱家乡和艰苦奋斗教育的好教材。



2 阿拉善左旗水利志

愿《阿拉善左旗水利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

用。

高荫华

1 991年3月15 El

书记，主管水利。后任阿拉善盟政协主席，阿拉善盟盟委副书



序 ’= 3

序

阿拉善左旗地处内蒙古高原西部，气候干燥，雨量稀少。旱灾是

本旗发展农牧业生产的主要矛盾。

新中国成立前，在历代封建王公统治下，只识敛财聚产，水利无

兴，民不聊生，国民经济贫困落后。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大力支持下，水利工程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特别从1958年起，大兴水利，挖泉眼：

截伏流、兴塘建库，发展农业；打筒井、修管道、配建机井，解决牧区人

畜饮水。80年代后，更兴打井高潮，致力于集中连片开发地下水资源，

发展井灌，建设饲草、饲料种植基地。历经40年艰苦努力，水利建设

成效显著，人所共睹，失误之处亦在所难免。 ．

时逢盛世，修志存史，幸有从事水利工作三十余年者，热心编纂，

广征资料，尽心筛选，求实存真，详辑入册，经验教训寓于事实记述之

中。有益当代，流传后世，存史资治，当以借鉴。开创本旗编纂水利专

志之先河。实为当前及今后水利建设与发展不可缺少之宝贵资料。。

是为序 ，

田世民

1990年11月

田世民：现任阿拉善盟乱井滩工程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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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大 事√记

1 951年

5月6日，西北水利部处长胡步川，工程师孙甲三同宁夏省水和局陶兴华一

行，由旗政府参事戚涛陪同前往阿拉善左旗哈拉坞沟及定远营近郊(今巴彦浩

特)考察小型水利工程。’

9月9日，宁夏为阿左旗配发雨量观测设备，安设于旗政府生产事业处院

内，开始雨量观测。
·’

1 952年

春，巴彦浩特农民成立水利委员会，发动群众调查农田面积。

3月下旬，旗政府组织成立生产抗旱委员会办公室，划36个巴格为4个区，

抽调干部10人，分为4个组，深入牧区进行抗旱救灾工作。

10月，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调拨给阿拉善旗打井锥两套，随后在巴彦浩特

试打井成功，配置解放式水车提水，灌地40亩。

冬，柳子沟塘坝工程开工，1953年春夏竣工，由副区长郝瑞麟负责施工。

当年，开展了以挖泉、修渠为内容的兴修水利群众运动，灌溉面积倍增。’

一

‘ 。

1953年
：

1

年初，旗生产事业处改为建设处，下设农林科，分管水利工作。
’

秋，宁夏省水利局小型农田水利队赴巴彦浩特勘测设计柳子沟塘坝工程。

11月4日动工兴建。1954年5月13日，柳子沟塘坝续建工程开工．宁夏省水利

局派杨建国、陈明耻指导施工。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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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

5月1日，旗政府撤消各处，分设科室。建设处随之撤消，改设建设科分管全

旗农、林、水利业务工作。科长陶乌力吉，副科长王宪文。‘

5月23日，旗工作委员会、旗政府和巴彦浩特区政府联合组成慰问团到柳

子沟工地慰问，旗工委书记拉西桑布讲了话。

5月，西安凿井社在苏勒图木胡勒打机井，历时两年多，钻进244米，后孔

废。

是年，宁夏省水利局派陈明耻、王国柱赴牧区和沿山地区进行水利勘察。

1955年

1月，姚兴隆参加甘肃省在兰州举办的水利技术训练班。10月结业回旗。

是年，兴修水磨沟、塔尔岭、庙前梁、方家田等4处截潜工程，整修乌图、哈不

齐牲畜饮水塘坝。

1 956年

5月16日，哈拉坞水库开工兴建，1957年9月内蒙古水利厅勘测组赴巴彦

淖尔盟对哈拉坞沟进行勘察。1958年9月16日，哈拉坞水库工程完工，蓄水后

渗漏严重，经苏联专家建议，采用红粘土铺底。施工历时3年，完成土石方7．5万

立方米，粘土铺底4．2万平方米，工日9．3万个，投资28万元。后经几次维修扩

建，每年可有14．8万立方米的水量用于调节巴彦浩特镇城镇供水。

’7月，巴彦浩特修建本布湖塘坝工程。

10月，由巴彦浩特市农业技术员谭录云设计施工，建成三道河沟水库。

1957年

4月，巴彦浩特市区居民饮水输水管道工程开始勘测。5月中旬动工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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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陶管引水。7月10日完工。

11月下旬，中央水利部抽调王现森、韩平、毕汉章、宋嘉伦、种硕筠、李朝斌

等8名技术人员组成水文地质一队，由王现森领队于12月初来阿拉善旗勘测水

源。盟长达理扎雅、秘书长巴文竣及阿旗政府领导与技术人员座谈。12月下旬该

队赴厢根达来、嘉尔嘎勒赛汉牧区勘察找水。‘

是年，全旗境内大部地区发生60年来未有过的大旱。旱象从i956年下半年

开始，死亡牲畜5．8万头(只)。
、

1958年。

2月16日，雅布赖打井组发生事故，1名工人死亡。

2月27日，旗政府成立“阿拉善旗水利委员会"，拟定出委员会组成细则(草

案)。 ，

4月1日，旗党委、政府提出苦战90天，突击兴修水利工程运动。旗委书记

挂帅，深入牧区，组织干部分片包干奋战。各苏木相应成立生产跃进指挥部和水

利建设委员会。 ．

7月21日，巴彦淖尔盟迁址三盛公(今巴彦高勒)，原巴盟水利工作队部分

人员留旗，成立阿拉善旗水利工作队。

8月，内蒙古水利厅勘测设计院赵羽、吴汉生、邱凌阁赴巴彦浩特，勘测设计

水磨沟和塔尔岭水库。 ’

10月，内蒙古水利厅水库勘测设计组、中央水文地质一队机械凿井队和内

蒙古水利厅牧区建设队、南水北调路线勘测组赴阿旗工作，完成厢根达来、二道

梁、木仁高勒、苏木图、豪斯布尔都等地区水文地质勘察工作。

11月5日，旗水利工作队举办全旗首届农牧水利技术训练班，历时27天，

参加学员46人。

年内，大旱。11个苏木受灾面积达7．82万平方公里，死亡牲畜4．5万头

(只)，占全旗牲畜总头数的6．9％。

是年，引进人力竹弓打井机，在锡林高勒、吉兰太和巴彦浩特试钻。

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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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旗水利工作队组成水利勘察组赴雅布赖巴音温都尔苏木工作，历

时6令只o

4月，水磨沟锅底坑水库开工，11月1．日竣工。

4月20日，旗党委、政府联合发出“关于5～7月掀起牧区水利、棚圈建设群

众运动”的通知。提出牧区水利建设贯彻“三主”(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社队自办

为主)和“三重"(兴修与管理并重、发展与巩固并重、数量与质量并重)的建设方

针，工程项目按照投资少，收效快，先易后难的原则安排。

5月，内蒙古水利厅、畜牧厅、巴盟林业处、水利处和阿拉善旗水利工作队联

合组成牧区水利勘测队，分组对全旗苏木水利规划。10月结束。

6月，内蒙古水利厅牧区机井总队在锡林高勒哈图则林(今查哈尔滩)打成

第一眼牧业供水机井，井深110米：

7月，在内蒙古水利厅召开的全区水利施工工具改革会议上，塔尔岭水库施

工指挥部引进公鸡冠式手推车，予以推广，成为塔尔岭水库施工主要运土工具。

8月，巴镇头道河沟水库开工，12月15日竣工，完成土石方5．96万立方米，

用工日+4．2万个，投资11．8万元，其中国家补助6．8万元。

11月3日，塔尔岭水库开始勘测，巴盟水利局技术员吴汉生协助工作。

●‘

’

1960年

2月，内蒙古水利设计院孙彬等一行6人，来塔尔岭水库工地现场审定工程

设计方案。。9月18日塔尔岭水库工程竣工，完成土石方32．97万立方米，用工日

31．1万个，投资经费72一万元。设计库容276万立方米。

5月，巴盟水利局在塔尔岭水库施工现场召开巴盟水利施工工具改革现场

会。巴彦淖尔盟水利局工程师梁九顺由旗党政负责人陪同赴白石头水库视察。

6月，塔塔水截引水工程竣工。

7月25日，白石头水库工程开始勘测设计。9月20日，白石头水库工程破土

动工，施工期间巴盟水利局工程师陈靖邦到现场指导。

8月，中央水文地质一队支援抗旱，打成机井4眼。

11月3日，内蒙古水利厅技术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赵铭到白石头水库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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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技术指导。中央水文一队第三物探队对坝址基岩深度实施物理探测。

11月15日，旗科委、科协推广塔尔岭水库施工中改制的人力运土工具——

公鸡冠式手推车。

12月，地质部水文队队长施敬、技术员刘柱功主持编写了“阿拉善干旱草原

水文物探’’成果报告。+

是年夏秋大旱，12月风雪交加，连续出现7次降温。北部地区最低气温达零

下46。C，灾情为60年来罕见。受灾牲畜达83万头(只)，占全旗牲畜总头数的

66％。大片草场干枯，成畜死亡，孕畜瀛产，仔畜缺奶，儿马不营群，母畜不奶羔。

存活牲畜乏弱，灾情涉及11个苏木。，

●

1961年 ，、

1月31日，经巴彦淖尔盟盟委决定，白石头水库工程下马。旗党委决定改为

截潜工程。5月27日，白石头截潜工程竣工。

3月，旗机井管理站成立。

3月，旗水利工作队协助巴彦浩特镇建立“农业灌溉实验站"。

4月，阿拉善旗划分为阿拉善左旗和阿拉善右旗。水利工作亦分开。

，5月，内蒙古机井总队进入腰坝滩，打成灌溉机井3眼，并派钻机两台为本

旗牧区打成机井6眼，配套安装4眼。

6月，内蒙古牧区水利机械研究所调给阿拉善左旗风力水车7部，在头道湖

进行试验。

6月14日，旗水利工作队引进“火箭锥一打井机其，在腰坝滩试钻成功。

8月，在通古淖尔苏木苏勒图木呼勒筒井中首次采用混凝土井壁管更换木

板井壁试验成功，井深达84米。

1 962年

1月7日，旗水利工作队派勘测组赴温都尔图、腾格里勘测地表水资源。

4月1日，锡林高勒紫泥湖水库竣工。设计库容30万立方米，完成土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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