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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乐县水利志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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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国成

陶乐地处内陆、远离海洋，为中温带干旱气候区，属典型大陆性

气候。由鄂尔多斯台地和黄河冲积平原两大地貌单元构成。土地、水

利资源较为丰富。早在清乾隆五十年(1 785年)就有了黄灌之利，迄今二

百余年。长期以来全县人民竭诚努力、艰苦奋斗，兴办水利，由小到

大，把一个半荒漠草原地区，建成排灌配套，沟渠纵横，旱涝保收，稳

产的农业灌区。实施以治水改士为中心，山、水、田、林、路综

合治理。促进了园田化、林网化，为农业增产和农村经济发展创造了

条件。目前全县已是农林牧副渔五业兴旺蓬勃发展的局面，城乡一片

繁荣。

《陶乐县水利志》是在水利事业不断前进发展的前提条件下编写

的。它如实记述了当地全部水利史实，记述了历史上全县劳动人民兴

办水利的业绩及除害兴利中的兴衰得失和经验教训，是全县人民群众

运用集体智慧兴办水利的史诗。

《陶乐县水利志》，如实记述了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对水利事业

的关注，人民群众兴办水利取得的丰硕成果。兴建河洪山洪防御工程，

控制洪涝灾害，保障工农业生产发展和城乡安全。不断发展灌溉农业，



在自流灌溉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为锅驼机、柴油机到电力扬水灌溉。并

建立了排水系统，改良盐碱地，改善农业生产环境，为旱涝保收创造

了条件。

《陶乐县水利志》在县志编纂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经水电局编写

人员艰苦努力，编写成功，付梓问世。这是陶乐水利史上的一件

大喜事，它首次将全县劳动人民创办水利的业绩如实记述谱入志书，是

难能可贵的一次尝试，是宝贵的历史文献，有益当代，存惠后世。

对于向往陶乐，了解陶乐，关心陶乐，更愿一览陶乐水利工作全

貌的区内外广大读者来说，需要的是一部资料真实、可靠和富有魅力

的水利新志书，编者力求做到的正在于此。希望读者能从中了解和

获得自己感兴趣的一些方面。

1987年10月1日

注．何国成现任中共陶乐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县志编委副主任、县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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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农业生产发展的物质基础。水利工程是

保障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设施，是国家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水利的发

展一定程度体现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编修《水利志》是时代的要求，历

史的使命，旨在认真总结历代水利兴衰和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既可

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又可为系统了解水利事业

的历史、现状，便于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更

好地为水利建设提供可靠资料，力求做到按客观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

陶乐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东北部，是黄河东岸的一个农牧县。

早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即开始兴修水利，开拓灌溉农业，但因

长期是游牧为主的环境，农业发展缓慢。后清代末民国时期，定居居民

增加，农牧结构变化，才逐渐形成以农为主，农林牧结合的小县，因受

历史条件和社会地理诸因素制约，经济发展缓慢。

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与关怀下，陶乐水

利建设事业有了蓬勃发展，变自流灌溉为电力扬水灌溉，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陶乐水利事业有了突破性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由于

灌溉条件不断改善，农作物能够适时适量灌水，全县灌溉面积逐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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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由建国前的1．2万亩，扩大到1985年8．85万亩(在册6．1 3万亩)，净

增6．4倍。现有灌溉排水设施齐全，渠、沟、井、站配套。河洪、山洪

工程初具规模，从而改变了“黄河过陶乐，农田淌水缺”的局面，保

证了农业持继发展。

《陶乐县水利志》，如实记载了陶乐县自有水利设施以来的发展过

程，它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可为今后水利建设提供资料。

它记载了陶乐县水利建设的全部历程，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和物质文明的需要，也是为今后水利建设和提高管理水平提供借

鉴依据。但愿．《陶乐县水利志》能起到借鉴历史，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的作用。

1987年9月20日

注：韩占山现任县水电局党支部副书记、副局长、水利志主编。



编纂说明

一、《陶乐县水利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本志以记实

为主，一般不作评论，寓褒贬于记述之中，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

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叙事，建国后以1959年划定的境域为限：重点记述利民、

惠民两大干渠的起始、演变和扬水灌溉的发展。

三、本志体例采用章、节体。方法以类系事，横排竖写，纵述历

史，横陈现状。力求做到纵不断线，横不缺项，纵横结合，经纬分明。

四、本志体裁分述、记、志、图、表、录等表达形式，以志为主。；序及

渠系总图照片置志之首，表格随文插入其中，大事记置正文之后。

五、文体为记述体。文字力求通顺、朴实、简洁。

六、本志资料，主要录自县水电局档案和县档案馆资料。部分采

用县农业区划和区水利厅有关资料，一般未注明出处。

七、本志上限追溯到灌溉农业发端之时，下限断至1985年。

八、历史朝代，民国以前按当时的习惯称谓，t括号内注明公元年

号。

九、时间、数字，除引文序数，农历以及民国以前历史纪年用汉

字外，其它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十、建国后行政区划，1958年至1983年间以公社、生产队称，其

前其后均以乡村建置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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