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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历

张凤岐同志，现任吉林省政协矗；‘务副主席。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他从山东省调来吉林

荫九台县工作，历任：县委宣传部长、公安局长、县长、县委二阶己。

他在九台县工作期间，参加过解放战争；二『二地改革运动及恢复和发腱工农业生产。

许亲自到饮马河灌区了解情况，组织群众恢复种植水稻。

勿珍绶氐旋阖缠九建殁锨．函灌区夕
诌踟乏人职碰诵 ■

一九八

铹俊
弓耳十舀月二脚

吉林省民旗事务委员会

主 任：金荣俊



保加利亚政府代表

团，昨天参观了第一汽

车制造厂。汽车厂厂长

饶斌代表全厂职工，热

烈欢迎远道而来的贵

宾。饶斌向代表团介绍

了建厂和生产情况。他

说：这个厂是在苏联的

帮助下建成的。现在厂

内职工已经初步学会生

产，可以独立地解决生

产上的问题。于哥夫主

席等详细询问了厂里的

各方面情况，接着参观

了生产过程。各个车间的黑板报上都写着欢迎标语，朝气遂勃的青

年工人热烈欢迎来自保加利亚的贵宾，他们走到那里，那里就响起

一片掌声。于哥夫主席不断地和身边的工人亲切地握手。贵宾们非

常称赞这个工厂的现代化设备，参观后，于哥夫主席对饶斌厂长说：

我们看到我们友好的国家建立了这样的工厂非常高兴。这样的工厂

希望你们不只有一个，·而有十几个，为社会主义阵营增加力量他还

幽默地说：上帝保佑这个工厂发展再发展。

昨天下午，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乘火车去九台县，参观了饮马

河农业生产合作社。农社主任和汉族、朝鲜族男女社员，到车站欢

迎，井陪同贵宾们参观了碾米场、图书窒、广播站，访问了社员家

庭，还到稻田里去看即将丰收的水稻。这一片稻田是建社后，依靠



社员集体的力量，由旱田改成的。临别时，社员们把社里生产的大
白菜、高粱穗等送给保加利亚的贵宾。予哥夫主席祝贺农社取得更

大的成就。希望过几年再来，那时候将看到农社更加繁荣昌盛。

(本报记者)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九日 吉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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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

明

由于经验不足，本志书的拟稿设计不妥当，还有错字、漏字等问题，特此说明。

1．卷首题词中的简介，文字字号应当统一。

2．编纂领导小组名单与审稿、校对人员名单应分开。

3．修志始末与各章为并列关系，应单排一页。

附：勘误表

九台县水利志办公室

一九八七年五月

勘 误 表

页
‘’

行 误 正

7_1．

2 18 不断改善 不断改善，

2 19 公倾 公顷

2 25 计划用水前的 计划用水的

3 倒13 一九八五 一九八五年

3 倒12 L 2％ 12％

6 b 达到， 达到：
j

6 倒6、12、1 6 康德 伪康德

7 3 康德 伪康德

11 ll 公倾 公顷

11 22 33．4立方米 33．4万立方米

11 倒5 较小 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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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行 误 正

14 6 输灌 轮灌

14 16 策三节 第三节

14 倒7 量水计 量水堰

18 倒5 二十二支闸 二十二支渠闸

18 f至,J5 各一 各一个

20 倒5 -'-孑L进砂闸 二孔排砂闸

22 1 4 植珠 植株

22 倒7 水穗 水稻

23 3 供进 促进

29 9 按着 按照

34 倒8 链轧 链轨

44 倒12 移人 移入

44 倒5—6 周岩峰副司令 周岩峰司令员

4^ 倒12 朝拓 鲜拓

45 5 杨华， 杨华、

45 7 若月照州， 若月照州、

：5 12 李永祚， 李永祚、

45 17 决定； 决定：

46 20 此项试验成功的 此项试验是成功的

47 倒3 审修改后 审查修改后

53 6 巳 已

55 倒5 可滩地 河滩地

一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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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饮西灌区为中型国营水稻灌区，隶属九台县水利局，原名为饮马河灌区，一九六ji

年，河对岸修建了饮东灌区，i恢改名为饮西灌区。

灌区位于饮马河石头口门水库下游左)1-t1：，南起九台县放牛沟乡荆家村下窑屯，北至

饮马河乡双丰村张家纸房屯，东临饮马河，西至丘陵岗坡之下。东西宽三公里，南北长

二十五公里。

灌区属于湿润性气候区，水源较充足，：弛势平坦，土质肥沃。El照、气温等均适宜

水稻生产。

本灌区是吉林省开发较早、历史较长的灌区之一。灌区始建于一九四一年，由伪满

洲国兴农部开拓总局土地开发株式会社主办，到一九四四年，基本建成石头口门至吉长

铁路饮马河火车站之间的渠系工程。一九四四年，分别由日本国高知县和伪满洲圉问岛

省(延边朝鲜族自治洲)移入一千四百余人，建立两个开拓农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

我国进行经济掠夺的一个例证。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水利委员会东北区特派

员办公处吉林省、长春办事处，都先后提出过修复计划，均；长寥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吉林省和九台县人民政府对灌区工程的恢复和建没十分重视。于一九六三年进行

了清查整顿，制定了灌区工程改造与扩建规划及措施。由于国家的火力支持，通过灌区

于部群众的努力，使灌区工程条件不断改善灌溉能力有了很大提高。灌区受益范围有三

个乡、镇的～卜t个村屯；三个农场。有效灌溉面积已达到2，600公倾。

三十多年来，灌区管理所在工作中坚持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向，集中精力抓工程管

理，用水管理和灌溉试验。

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实行简易配水方法，一九六三年改进了灌溉技术，推广“浅、深、

浅”灌溉制度，一九八二年又开始实行间歇灌溉新技术，并和其他农业生产措施紧密结

合，做到了适时适量供水，促进了水稻生产，节约了水量。据一九八三至一九八五年三

年统计，平均每公顷水田用水量为10，209立方米，比没有恢复计划用水前的一九七五

年、一九七六年两年平均用水量减少了63％。

为了探索水稻需水规律和水稀科学灌,；7，1,r⋯s：1 J度，从⋯九五O年就开展了水稻灌溉试验

研究。到一九五八年，总结出了适合于本灌区当时农业牛Jz力发展水平的“浅、深、浅”

灌溉制度，并在吉林省中部地区进行了推广。一九八0年以后，为了解决低温冷害和灌

溉水源紧张的问题，灌区又引进问歇灌溉新技术的试验，两年后，形成本灌区“浅、

晒、润”间歇灌溉制度。这项新的技术成果，被长春市人民政府评为长春市科技成果二

等奖。由于坚持通过科学试验，指导用水篱理，使灌区用水符理7K甲不断提高。

本灌区多数工程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修建的。全灌区一L}1四座建筑物，有一半

以上长期带病运行。为了管好灌区，保证水田生产，灌区衍理所始终坚持专管与群管相

——o一



结含干¨以水养水的11(贝Ij，依靠群众办好灌fK。充分发挥丫灌区代表会、灌区管理委员会

在较大二f：程修建、灌溉供水、征收水费等暧大事情的决策"fl：J-1j。同时每年在灌溉停水

后，翌年灌水前，发功灌区受益单位对：日陧进行维修。为了解决：翻呈维修经费来源，灌

区管理所宁肯多年在：L坯房里办公，还是把水费尽量用jF。蔗区工程维修上。置十多年来

用于灌区]：程的水费达47．5万死，，{：断改善了工程条件，促进了灌区水稻生产发展。

党的十一届：二¨p全会以来，灌区在体制和经营管理等方面i逐步进行了改革，管理人

c；_j!买现j’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职二C普遍达到了初I卜以上文化程度，工程技术人员

受到_r霆视，有的--平TE技术人贝抓任_』，僻珲所领导职务。新招收工人实行了合同制度，

在经营管理方而，建立了岗位责任制，水费征收实行按方收费，使灌区管理工作出现了

新局而。一-JLIkO年以来，连续被评为九台县、I乏春Y}s幂i—i林省水利系统先进单位。

三十多年来，灌区管理工作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

方针政策，经过受益译位的二r部和广大群众的艰苦奋斗，扩大了灌溉面积。从一九七七

年以来，实灌面积达到了2，600公顷，为一九四四年的5．8倍，超过设计效益面积的20．7％；

水稻产量翻斩提高，一九，八二：：年至⋯九八四年，三年平均每公顷单产6，000公斤。--TLtt

五年在遇到几十年少见的洪涝灾害的情况下，平均每公顷仍然获得5，630公斤的好收成，

实现了高产稳收。据建国后三十七年统讨，累计增产水稻2．09亿公斤；累计增加经济I皮

入1，778．26万元；相当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对灌区修建和维修总投资的13．9倍。随着生产

关系的不断改善，促进了灌区生i靛力的发展，据--)L)L五年统计，全灌区水田生产实行大

例育苗，饥械插秧而积巳占总丽积的20％左右，水田机翻面积占40％力j右，改善了水田生

产条件，提高了劳动效率，减轻，劳动强度。一一九八三至一九八五年灌区人均收入254元，

比附近旱田区人均收入增加llO元，一九八五灌区有电视机的的农户占总户数的21．6％，

有洗衣机的占1．2％，新建砖瓦房共524户，占总户数的25％。

当然，在灌区的工程管理和灌溉管理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

一、自一九七六年，石头口门水库做为长春市第二水源以后，在少雨年份，泡田期

供水不足。

二、 “文化大革命"期间灌区有些工程技术人员受歧视而外流，加上近几年有一些

老工程技术人员退休，出现了新老接替不上现象，技术力量薄弱，不适应管理工作的需

要。

三、还有部分伪满洲国时期修建的千渠交叉建筑物急待更新，同时应增加一些先进

量水设施，以加速灌区现代化建设。

总之，水用，E产V,j J曾产增收，有力地促进了受益单位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随着灌区生产条件的改善秆j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大干部和群众更加关心灌区的发展

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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