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005990}



内蒙古河套灌区永济灌域水利志

内蒙古河套灌区永济灌域管理局

二OO二年六月



责任编辑：富成明

王喜亮

内蒙古河套灌区永济灌域水利志
《河套灌区永济灌域水利志》编纂委员会

内蒙古地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X1092 1／16印张：25．25字数435千插页：18

2002年8月第一版200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I一400册

内新图准字Q002泊2号每册：芸萋：主：三霎

_p，一

篁．

L1Il

，

__

w自

．E．

k

P《

．’．0’工∽“-D矗，

0btlF-Il●-，



内蒙古河套灌区永济灌域水利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 长： 柳锵

常务副组长： 苗占海

副 组 长： 孟志远苗占海 王金亮 李学斌

小组成员： 富成明 王喜亮 武忠义刘如莲刘贺超

杨有禄邬晨云周玉娥杜静虎何雪琴

李文君

■y习≯’ih卜曩r“4

y》卜蠊蠕。r撼K．～■”移峨一譬基壤罐霉娶器吣^



内蒙古河套灌区永济灌域水利志编辑人员

主 编：

副主编：

资料采编：

校 核：

_7∑一
步

柳锵

苗占海富成明

富成明王喜亮

王治国

苗占海胡俊刘志刚

杨小平 巴慧娟 高风云

郭兰江王美兰朱海英

富成明王喜亮

●1。l童r乏尊．≥鼋圣荤0一。髯；；_砖Il苫：l

辑审影编总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水济灌域水利志》的编纂，经局内各单位通力协作和修志人员的辛勤编

修，数易其稿，终于编修成书，出版问世了。这部志书是永济灌域有史以来的一

部专业志书，能完成这项文化工程，确是可喜可贺。

永济灌域是内蒙古河套灌区引黄灌溉开发最早的大型灌域之一，灌域历史

悠久。引黄灌溉始于西汉，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几经兴衰，沧海桑田。特

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勤劳智慧的灌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谱写了一曲

又一曲战胜“天旱引水难，水大流漫滩”的壮丽诗篇。纵观永济灌域的发展历

史，是一部开发利用水利资源，与水旱灾害作斗争的历史，是一部改造自然、征服

自然、造福于灌域人民的历史。

千百年来，无数从事灌域水利开发和建设的人们，将他们的勤劳、智慧的汗

水，洒在了这块人杰地灵，充满希望的沃土上，为灌域的水利开发与建设作出巨

大的贡献。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永济灌域内一条条渠沟的开挖，一座座闸坝的

兴建，一处处桥涵的铺设，无疑就是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建筑的丰碑。将他

们的治水业绩载人史册，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职责。只有这样，才无愧于

祖宗先贤、子孙后代。

永济灌域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经过灌域各族人民

的艰苦奋斗和共同努力，水利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从50年代一60年代初，重

点是灌溉引水工程建设；60年代中期一70年代末，重点是排水骨干工程建设；80

年代末～1995年，重点是灌排配套和田间配套工程建设，经过三次大规模的水

利建设，灌域内灌溉面积由建国初期的5．33万公顷(79．95万亩)，发展到2000

年的12万公顷(195万亩)o灌域已初步建成具有防洪排涝、灌排配套、水土保

持、工农牧业用水等多功能的水利工程保障体系，在抗御自然灾害、改善工农牧

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障社会安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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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永济灌域水利志》，遵循志书编纂体例，本着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古到今，系统地记述了永济灌域水利开发的历史与

现状，内容涵盖了自然地理、水利资源、灌域渠(沟)系演变、灌排水工程规划与

建设、水利事务管理、科研职教等各个方面，存往事之真容，求发展之轨迹，以资

借鉴得失，继往开来。它不仅具有“资政、教化、存史”的价值，而且对于今后研

究指导灌域水利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必将激励人们为永济灌域的水利建

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修志浩繁艰难，却非常人所知，修志人员广征博采，考据旁证，沤心沥血，昼

夜伏案，直至志稿付梓出版。为此，我代表局领导向付出辛勤笔耕的全体修志人

员，表示深切的谢意。

成书再看，又觉尚存缺憾，疏漏之处，恳求专家学者指正，后续志者补缺o

《永济灌域水利志》出版之时，正值内蒙古河套灌区永济灌域管理局成立60

周年喜庆之日，仅以此书献给今人和后人，愿我们承前启后，再展宏图，建设好永

济灌域，造福巴盟人民。

成书之时，写了以上的话，是为序o

7丫

艨锕辩酥辨艚酗批墒长忡
2002年6月



凡 例

一、《内蒙古河套灌区永济灌域水利志》为贯通古今的新志书。其上限力溯

往古，下限至2000年底，取事以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特略同为原则，着重记述

当代的历史与现状o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

准绳，对永济灌域水利建设的发展现状、成就和教训进行实事求是的记述，力求

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三、本志依据现代社会分工进行科学分类。采用横排门类、纵述史实的体例

要求，运用述、志、记、传、图、表、录等体裁，共设ll章，章下以节、目层次排列。

章首设概述、大事记、章末设附录、编后记。概述、大事记、附录、编后记不列入

章。

四、本志表述用现代语体文记述，概述有序有议，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

纪事本末体，其余用记叙文体，叙而不议，寓褒贬于记述之中。

五、本志历史纪年，中华民国前均用旧纪年，并加注公元纪年，民国后一律用

公元纪年。志中的“建国前”、“建国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后。志中所纪年代，均为20世纪之年代，故年代前未加世纪字样。

六、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均以当时版图为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

现行版图为限。

七、本志记述的渠系、灌排水工程、地理名称，以及机构、职官名称，均依当地

当时的习惯称谓记述，并加注今名，为了记述方便，一些地名和机构名称，志文中

首次出现用全称，再次出现用简称。

八、本志使用的统计数字，以本局历年的统计资料为准。本局统计资料没有

的，采用有关水利部门的数据资料。数字表述一律按照1987年2月国家语言文

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单位联合颁发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

写。

九、志文所记水利工程的单位，如土方、长度、流量等计量单位，均按国务院



·2． 内蒙古河套灌区永济灌域水利志

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记为立方米、米，立方米每秒等。历代度量衡及

货币单位，悉用当时通用的计量单位，建国后一般以国家标准计量单位换算为公

制。

十、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报刊、地方志、文史资料，以及采撷的口碑资源，为

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处，志中所使用的各类资料，凡需说明、注释的事宜和引

文出处，均用夹注或脚注。

十一、入志人物以对当地水利事业发展有一定贡献者为对象，遵循生不列传

的原则，立传人物以卒年先后为序。知识分子名录收录在本局任职为中、高级技

术职称的工程师、统计师、审计师、会计师、经济师、政工师等。

十二、文内使用的高程，均为黄海基准高程。

十三、本文所采用的地图，均为巴盟水利设计院和永济灌域管理局绘制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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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粝 述

永济灌域是内蒙古河套灌区引黄灌溉大型灌域之一，位于内蒙古河套平原

中部，东与义长灌域为邻，西与解放闸灌域毗连，南临黄河与伊克昭盟隔河相望，

北抵阴山与乌拉特中旗接壤。灌域东至丰济渠，西至黄济渠，南北长60公里，东

西宽40公里，总土地面积2520平方公里(275．4万亩)o永济灌域由永济干渠、

合济分干渠、南边分干渠、北边分干渠、永刚分干渠、永兰分干渠、新华分干渠、西

乐分干渠、正梢分干渠、大退水分干渠以及四排干沟，五排干沟组成。全灌域设

计灌溉面积203．71万亩，2000年灌溉面积195万亩。灌域主要担负临河市各

乡镇、临河农场、狼山农场、份子地农场、五原县和乌拉特中旗部分土地的灌排水

任务。

永济灌域境内气候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干旱少雨，蒸发强烈，冬寒而长，夏

季炎热，气候变化剧烈，属于干旱气候区。因此，引黄灌溉对永济灌域至关重要，

没有灌溉就没有工、农、林、牧业的全面发展。

灌域境内有灌、排干渠(沟)、分干渠(沟)南北贯通，支、斗、农、毛渠(沟)纵

横交错，总干渠建成后，基本形成了干渠(沟)、分干渠(沟)引水排水系统和灌排

水渠(沟)系网的基本框架。

灌域从总干二闸上开口引水的渠道有永济干渠、合济分干渠、南边分干渠、

北边分干渠，最低年份引水量为4．931亿立方米，最高年份引水量为10．721亿

立方米，总计年平均引水为8．149亿立方米。在永济干渠上开口引水的有永刚

分干渠、永兰分干渠、新华分干渠、西乐分干渠、正梢分干渠、大退水分干渠、二号

支渠。灌水渠系共设6级：干渠、分干渠、支渠、斗渠、农渠、毛渠。2000年设公

管干渠l条，分干渠8条，由乡镇管理的在干、分于渠上开口的直口渠502条，其

中支渠5l条，斗渠184条，农渠267条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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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济灌域有四排干沟(于1967—1971年建成)、五排干沟(于1976年疏

通)，排水沟系共设5级：干沟、分干沟、支沟、斗沟、毛沟。排水采取自流与扬排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o 1988年灌排合并后，灌域内各干沟由旗县移交灌域管理

局，管理干沟2条(四排干沟、五排干沟)o灌域内年排水量约0．8亿立方米，排

灌比为10：1 o公管干沟上共有直口沟23条，其中分干沟6条，斗沟17条。干沟

排域总面积161．5万亩，2000年排域面积为89万亩o ，

永济灌域是个古老的引黄灌区。引黄灌溉始于汉朝，直至清代乾隆年间，北

河(今之乌加河，原为黄河故道)主流在乌兰布和地区被流沙淤塞，逐步向南窜

流，形成今之南河。其间形成许多岔流，内地移民利用能灌上河水之地进行垦

殖。清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由河套商人集资开挖缠金河，至清同治初年，

已形成灌溉30～40万亩的灌区。到清光绪三十一三十二年(1904—1906年)，

缠金河改名为永济渠，浇地约50余万亩。民国年间，永济渠口几度扩建，开挖了

新的支渠，灌溉面积扩大到70余万亩，成了河套第一大干渠。建国初期，灌溉面

积发展到近80万亩，但因渠道工程简陋，黄河无坝自流引水无保证，形成枯水期

引不进水，汛期洪水猛涨又无法控制的局面。每年对引水口的管理，在初春需动

员众多的人力进行清淤，因气候寒冷，民工苦不堪言o

1961年，黄河三盛公枢纽工程建成，总干渠疏通，从此结束了无坝、多口自

流引水的历史。灌溉条件逐年改善，灌溉用水有了保障。并且国家对永济灌域

进行投资改造，扩建了干渠、分干渠工程，初步形成了灌水体系。灌溉面积由建

国初期的80余万亩，扩大到2000年的195万亩。70年代初期，国家开始投资兴

建排水工程，中、后期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此期间，永济灌域相应地完成了部分

支沟及田间排水沟配套工程建设，使灌域排水骨干工程初具规模，从而结束了有

灌无排的历史。

进入80年代，由于播种面积增大，复种、套种指数增加，灌水次数增多，亩灌

水次数由50年代的2—3水，增加到4—5水，年引水量约10亿立方米，保证了

农牧林业生产的正常用水。随着灌区水利建设事业的发展，水利管理工作由过

去管黄河引水、管渠道工程变为综合性全面管理，同时推行科学用水，保证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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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永济灌域管理局内设机构有工程科、灌排科、办公室、人事科、计财科、水费

科、工会等；下设干渠、分干渠管理所(站)、段，干沟设管理所、段二全局大中专

毕业和水利专业科技人员由1982年以来的35人，发展到2000年底的247人。

水费计收是灌区水利建设与管理的主要经济来源，是确保水利工程正常运

行、促进水利经济良性循环的重要经济支柱。但长期以来，实行低偿供水，水费

成本不到位，不仅设备更新、工程再建、养护和维修费用依靠国家，而且管理运行

费也不能自给。因此，在建设灌域灌排配套工程的同时，对供水收费制度进行了

改革，实行按方收费，对灌溉管理和财务管理是一次重大改革。

到2000年底，用于全灌域灌排水利工程建设的总投资22664．9万元，共完

成土方44363200万立方米，石方103323．5万立方米，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

49379万立方米。有干渠l条，全长49．4公里，分干渠14条，总长372．98公里，

支渠58条，斗渠354条，农渠1199条，毛渠14631条，总长9369．56公里。灌水

干渠、分干渠进水闸14座，节制闸53座，桥梁111座，渡槽5座，各类建筑物829

座。渠道绿化232．29公里。

用于排水工程建设投资7897．09万元，开挖干沟2条，分干沟50条，总长

350．23公里，开挖支沟53条，总长229．29公里，各类建筑物509座。由于各类

建筑物的兴建，做到了调控方便，运用安全，有灌有排，土壤盐碱化得到了一定的

控制，使粮食生产逐年提高。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重

点解决灌溉引水问题人手，到70年代走灌排结合之路，以解决排水问题为中心，

使全灌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引进世界银行贷

款，进行灌域排水和田间全面配套工程建设，改善了灌、排水条件，减轻土壤盐碱

化，增加了灌溉面积，提高了粮食单产和总产。

永济灌域的开发过程，是改造旧灌域、建设新灌域的过程。特别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灌域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使灌域初步建成

了具有防洪排涝，灌排配套，水土保持，工农业及人畜用水等多功能的水利工程

体系，同时为灌域内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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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域水利工程的兴建，不仅提高了灌溉保证率，而且大大提高了丰水年的抗

洪和枯水年适时灌溉能力，为促进区域经济全面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建国初

期，灌域内人口总户数仅有2．02万户，总人口只有9．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8．

17万人，到2000年，人口总户数已发展到10．73万户，总人口发展到44．2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为29．09万人，分别是建国初期的5．31倍、4．80倍和3．51倍。土

地开发利用率由建国初期的33．2％，发展到现在的74．16％，是建国初期的2．23

倍。其中，灌溉面积由建国初期的5．33万公倾(79．95万亩)，发展到现在的12

万公顷(195万亩)，是建国初期的2．44倍。粮食亩产由建国初期的63．加公

斤，提高到现在的389公斤，增长了5．1倍。粮食总产由建国初期的0．48亿公

斤，提高到现在的3．74亿公斤，是建国初期的6．8倍。农业总产值由建国初期

的2139万元，发展到现在的74924万元，比建国初期增加34倍。农业人均收入

由建国初期的44元，增加到现在的1577元，是建国初期的34．8倍。

回顾过去，永济灌域在开发水利和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发挥了巨大

作用。一是灌域水利工程全面配套，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是

随着水利灌排工程的逐步配套，排水排盐量增大，可耕地面积增加，盐渍化土壤

得到了控制，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三是灌、排、节水相结合，提倡适时灌溉、排水为

主，节约用水的管理模式，减少了水量浪费，提高了灌溉效率，控制了地下水位。

展望未来，灌域在灌排配套工程建设的基础上，正在进行节水工程建设，毋庸至

疑，经过不断的建设，一个富饶的永济灌域必将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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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 记

清嘉庆年问(公元1796—1820年)

商人甄玉、魏羊(陕西府谷人)与达拉特旗“郡王交善”，便资助郡王打官司

争夺有争议的王位，并取得胜利。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郡王袭爵位，特准

甄、魏二人开垦刚目河一带土地。

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

地商甄玉、魏羊(商号分别为永盛兴、锦和永)集资在刚目河口西边黄河湾

子上开口，凿开一道渠通人刚目河，长50里，宽10尺，自黄河东北经临河至乌加

河止，干流长150里，灌田约2万顷(1顷为100亩)，因开在缠金地，故叫缠金渠

(今永济渠前身)。

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

清廷下特旨开放缠金地，至咸丰有48家地商来临河开垦种地。由于水源不

足，甄、魏二人出面，联合聚源长、崇发公、景太德、祥太裕等商号，集资开挖缠金

渠。

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

南河(今之黄河)泛滥，北岸决口，冲出很多水沟，大者有杨家河、黄土拉亥

河、刚目河(今永济干渠)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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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

商人贺清开浚刚济渠(原名刚目河)，自黄河起经刘三地达乌聂古琴渠，长

130里。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

地商王文祥始挖兰锁渠(今永兰分干渠)。1905—1907年，官府又出资续挖
古t兀J—o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

地商协成、祥太魁和贺清、李振海、赵景泰等，又集资整挖缠金渠并建公仲庙

(开会议事场所)o整挖后的缠金渠水量增大，浇地增多，此为缠金渠全盛时期。

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

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马化龙残部人套，骚扰百姓，使农事、渠道荒废。随后

左宗棠部镇压起义归来，休兵缠金渠附近，就食该地三载，搜刮殆尽，不少农户、

地商相继逃离，使渠地荒弃。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

天德源商号开挖天德源渠(现北边分干渠)。

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

强姓商人集资开挖强家渠，地商魏羊开挖魏羊渠，地商甄玉开挖秀华堂渠

(又名五大股渠)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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