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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1歹IJ

—j本志取事，上起1931年(中国民国二十年)，下至1988年末。其中水

旱灾情录上溯至1]185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

二、本志一律以公元纪年，建国以前，以括号注明朝代、国号与纪年。篇

章中第一次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用全称；其后，简称“建国前”、“建

国后”。

三、本志资料来源：建国前的资料，’乒要来自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的

图书馆、档案馆及《吉林省IEl志资料类编》(自然灾害篇)．、《吉林省场次洪

水》，．《吉林省场次洪水调查》。建国后的资料主要来自德惠县档案馆、县水

利局农田股、县水利工程勘测设计施工队(以下简称“县水利工程队，懒料室、
《吉林省水利统计资料》，以及民间口碑、调查访问材料等；为节省篇幅，均

不注明出处。所有资料已分类整编，归档备查。

四、各个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及地域名称，均沿用当时的行政区划及地域 ，

名称。必要时加注今名。

五、本志凡简称“党’’的，均指中国共产党，凡称“党支部”、“党总支”、

“党委"‘、“县委”、“市委"，“省委"的，均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凡称

“政府”的．均指人民政府。
’

，

六、本志地面高程均采用黄海系统高程(特殊情况注明)。计量采用公制。

七、本志文中数字表述，以合乎习惯、方便阅读，节省篇幅为原则，灵活

运用汉字和阿拉伯数字。引用建国前资料，文字与数字原则上按原文照抄。

八、对建国前的各种数据，遇有纪载不一者，经分析核对，取其较为合理

者；建国后各类统计数据，主要以县统计局，水利局记载为准。

九、本志以类系事，以事立章。全志共一十三章。章下设节，节下分。目。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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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德惠县位于吉林省咔q匕部、松花江上游段中游左岸。跨东径125。14’一’

126。24 7，北纬44。。027--44。53’。东北隔松花江和榆树，扶余两县相望，

西靠农安县，西南和长春市郊区毗连，南与九台县接壤。京哈铁路近南北方向

纵贯全县。幅员3 409．93平方公里。总耕地面积21．47万公顷。其中低洼易涝

耕地9．8万公顷，占总耕地面积的45．6％o

境内最高点海拔241米，最低点149米，自南向北倾斜。东西向，。自东向

西呈低、高，低，高，低波状起伏。东部属松花江，沐石河河谷平原区，·地势低

洼平坦，泡洼相间，局部地方排水不畅；中东部是沐石河与饮马河之间的不均

匀上升的低丘陵；中部是饮马河河谷平原区，两岸地形微向河谷倾斜；西部饮

马河与伊通河之间则属于深切割的高平原区，地势起伏稍大，呈疏缓波状。伊通

河右岸属河谷平原区。

境域主要河流有松花江、饮马河、伊通河、沐石河和雾开河。俗称“一江

四河”。

松花江属界河(右岸是榆树县和扶余市)，自德惠县朝阳乡半拉山子村半

拉山子屯入界，至菜园子乡唐谷村三不管出界。其一级支流饮马河自大青咀镇

大榆林子村小三家屯南入境，并于境内注入松花江；沐石河自大青咀镇兴盛村

太平桥屯入境，亦于境内注入松花江。二级主要支流雾开河、三道沟、伊通河

均于境内注入饮马河。

除上述重要江河外，河长大于30公里，或河长小于30公里而流域面积大于

50平方公里的尚有大房身河．双龙河，长太河，高城子河(即朝阳沟)、干雾

梅河，丹城子河，均于境内注入沐石河和饮马河。“九河下梢”是德惠县的自

然地理特点。松花江、饮马河可提供较丰富的地表水资源。河谷平原又可提供

丰富的地下水资源，’这就为德惠县发展农田灌溉、水产养殖事业提供了得天独

厚的水资源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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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惠县属于季风区温带半湿润气候，3～5月份为半湿润气候；6～9月

份农作物生育期为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4．4。C，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695．2tl,

时，年太阳辐射总量118千卡每平方厘米。初霜9月下旬，终霜4月下旬。平

均无霜期153天。全年盛行西南风。年平均风速4．2米每秒。

多年平均降水量546．8毫米，降水量自东南向西北递减；多年平均降水总

量18．68亿立方米。多年平均径流深54．2毫米，其分布特征与降水相同，多年

平均径流量1．85亿立方米。

全县耕地土壤可分为八类。即：黑土，草甸土、黑钙土，冲积土、沼泽土．

泥炭土、风砂土和水稻土。其中分布最广，面积最大的是黑土，占总耕地面积

的48．8％，全县除朝阳乡、岔路口镇以外，其余各乡(镇)均有分布；其次是

草甸土，占总耕地面积的33．85％，全县各乡(镇)均有分布。
‘

黑土、草甸土和黑钙土，有机质含量较高，土质肥沃，适合农作物生长。

全县现有林地面积21 213公顷，占幅员的6．2％，森林覆盖率很低。草原

面积5035公顷。

德惠县辖24个乡(镇)，303个村。人口791 016人，其中农业人1：1700 890

人。．198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3．74亿元，是1949年的5．6倍；1988年全县工农

业总产值6．13亿元，是1949年的9．15倍。

德惠县属于粮豆产区，是吉林省重点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粮食产量受洪

涝灾害的影响，年际变化幅度较大，一般年景徘徊在30万吨上下。洪涝灾害严

重的1956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仅18．78万吨；丰收的1984年粮食总产量94．67

万吨。

建国前，德惠县“一江四河”沿岸近万公顷农田常遭水灾。每到汛期，坡

水汇集河谷平原，江河洪水倒灌，泛滥成灾。江河沿岸流传着“九河下梢，十

年九涝；高处砂包，低处水泡；蛤蟆尿尿，洪水来到"的民谣。灾后则呈现“赤

地千里，哀鸿遍野"的景象；人们流离失所。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悲

惨景象目不忍睹。1 7

．建国前，德惠县的水利工程寥寥无几。江河沿岸低洼地段筑起的小堤多沿

江边河沿、地边垅头，堤线蜿蜒蛇曲，异常紊乱，堤身矮小单薄，不能防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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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洪水。日伪统治时期，日本侵略者为了使东北成为供应粮食的基地，实行了

所谓“农地造成计划?蓄水，筑堤、挖渠。1936年]11]1943年(伪康德三年到康德

十年)，先后在松花江左岸，沐石河及饮马河下游两岸，雾开河左岸强迫中国

人修筑了部分堤防；在岔路口地区(现沐东、沐西涝区)开挖了几条排水沟；

在松花江和沐石河下游堤防上修建了几座排水涵洞(闸)；由于堤防不连贯，

排水沟和涵洞(闸)数量少，防洪除涝效益甚微。
。

灌溉工程更少的可怜，除万宝灌区遗留下的柳条拦河坝和几座木制闸f-l外，

别无它项。19．49年全县实灌面积约800公顷。

， 建国后，德惠县人民在中共德惠县委员会和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开

创了艰苦争斗，防洪治涝，发展灌溉，变水害为水利的新纪元。针对地处“九

河下梢”，易涝成灾的自然地理特点，首先抓了防洪工程的修建。1951年至1955

年，连续用“以工代赈”的方式修筑了饮马河右岸、松花江左岸朝阳、松花江两

乡的堤防，补修了伊通河、沐石河、雾开河部分堤防，累计完成土方246．40万

^．立方米，用工86．14万个。整修后， “-．江四河"堤防初具规模。从1955年开

始，至1]1968年止，分期分批按规划全面系统地整修了“一江四河”堤防和支流

回水堤，总长520公里，并配建了相应的排水涵洞(管)137座，这些工程的

修建，保护耕地6§640公顷，村屯875处，人口31万。

1976年，受“左"的错误影响，机械搬用外地“经验”，提出了“大战三

河，水从地下流’’等不切合实际的口号，施工不久，由于新开河道占地，弃土

压地，河滩不能种地，群众不同意，干部不满意而宣告终止。

1958至1960年，在“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社队自办为主”的水利建设方

针指导下，开始了以修建水库为主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共青团员和广大

青年积极响应中共德惠县委的号召，于1958年lO,9基本建成了德惠县有史以来

第一座水库——共青团水库(现高城子水库)．。三年时间里，全县各地共修建

中小型水库(塘坝)近百座。有些水库无规划和设计，盲目兴建。如沐石河上

的对龙山水库是一座中型水库，因无流域规划为指导，对水库的效益和上游淹

没考虑不周，在1962年吉林省水利厅勘测设计院(以下简称“吉水院")所作

的“沐石河流域防洪治涝规划报告”中被否定，中途下马，损失73万余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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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末止，全县尚存中、小型水库14座，其中10座小(Ⅱ)型水库都程度不

同的存在问题，不能发挥效益。

在防洪工程基本完成并初具规模之后，中共德惠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领导

全县人民及时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主攻方向转入治涝。

从1962年开始， “吉水院”和长春市水利勘测设计处(院)相继提出了沐

石河、饮马河、伊通河、雾开河流域防洪除涝综合规划报告和七片涝区的规划

报告。1961～1962年，在长春市水利局的指导下，在岔路口涝区(现沐东涝区)

岔路口公社莲花和南长沟两个大队进行了修台、条田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在

全县各涝区推广。1962年10月， “沐石河流域防洪除涝规划报告”经省水利厅

批复不久，中共德惠县委和县人委就决定从全县23个公社(德惠镇除外)抽调

民工参加岔路口涝区土方工程施工，历经24天，开挖排水沟8条，修筑回水堤

1条，完成土方14．97万立方米，用工5．62万个，投资10．12万元。

1963年以后，德惠县被列为吉林省中部治涝的“重中之重”。省委派以“吉

水院”弓士卿院长为首的治涝规划，设计组常驻德惠，帮助搞治涝规划设计工

作。一个以治涝为中心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在全县兴起；根据规划，先后

完成了沐东、沐西，河东、河西四片大型涝区的排水骨干工程，并涌现出岔路

口公社南长沟大队，菜园子公社胜利大队等治涝先进典型；菜园子公社张家沟

大队水土保持先进典型。张家沟和胜利两个大队的治山治水成果1966年参加了

“全国大寨式农览馆"展出。

1968年，各公社先后成立了水利专业队。坚持常年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施工的主要项目是涝区土方工程和交叉建筑物。到1988年末，七片大型涝区共

开挖排水干、支：截沟519条，长1278公里，修建各种交叉建筑物189座。

为解决外水顶托情况下内水强排问题，从1966年开始修建电力排涝(灌)

站，在省水利工程公司大力协助下，当年建成了张家屯排灌站．辛家店排涝站、

丁家亮子排灌站和七间房排灌站。至1]1988年末，全县共建成电力排涝(灌)站

34座，总装机114台，14 255千瓦。

． ．经过将近40年的综合治理，全县七片大型涝区，9．8万公顷低洼易涝耕地r，

已经有64％基本达到十年一遇除涝标准，其余36％也达到五至九年一遇除涝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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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内涝，除兴修必要的排、截、蓄水工程外，在涝区内积极发展水田也

行之有效的生物措施。

1956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一个以打井建抽水站，发展灌

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也随之掀起。据统计：1956年全县有拦河坝17座，

水机8台，装机1"55马力，各种型式的水车909部，打各种灌溉井I 151眼，

时全县灌溉面积有所增长。这些工程多属主观臆断，无科学依据，不少工程

源不足，灌溉成本高，耕作技术粗放，产量很低，收入不如种旱田合适。结‘

造成劳民伤财，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至I]1957年，多数站和井都废弃了。

1958年夏秋季干旱少雨，旱情严重。结合抗旱，在“大跃进’’的形势推动

，全县再次掀起打井建抽水站高潮。并从河南长葛，山西平遥，山东益都等

请来打井下泉“土专家”指导打井下泉①工作；‘当年全县打各种井八千余眼。

些井一无水文地质资料做为科学依据，二无必要的工程措施，多数井无水；

水坍塌。群众总结教训说：“一垧地八面井，地少窟窿多；有井没有水，有

也不多"。当年全县各地又采用锅驼机，坦克头做动力建抽水站90余座，由

不懂技术，管理不善，灌溉成本高，收益甚微等原因而宣告终止。

1963年“吉水院”所作的《饮马河石头口门以下防洪治涝补充修改规划报

告》和1965年该院所作的《九德灌区电力排灌站规划报告》，分别对境内松花

江沿岸、饮马河沿岸的灌溉方案进行了详尽论述，并选定了实施方案。根据上

述规划，1966年修建了大岗、张家屯、七间房三处670公顷以上电力提水灌区，

1967年开始发挥效益。以后又相继修建了五家子、三家子，太平桥等电力提水

站和相应的灌区，为德惠县的水田灌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

1970年，中共德惠县委提出了“学大寨、赶小乡；苦战三年五载，誓把德

惠变昔阳”的口号。以“粮豆超《纲要》，达到一人双千粮；一人一亩水浇地，

一人两亩旱涝保收田”为目标，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改变德惠中东部低

山丘陵“山坡黄土包，缺水土地薄；粮食产量低。遇旱没水浇”的面貌，县委

注①打井下泉：．即在原有民用水井的基础上，用竹筒子往下加深至潜水层。

· 6 ·



决定兴建松沐灌区半拉山子电力抽水站，还脱离原规划，增建二、三级抽水站

引水上山，灌五台，杨树，大房身等公社的部分岗地，试图使岗地呈现出“渠

道满山头，清水处处流；浇灌万顷田，高产保丰收”的景象。工程基本建成后，

实践证明，坡岗地旱田水浇土地平整工程量太大，三级提水成本高群众负担不

起，群众不愿接受。结果旱田没浇成，平原区的水田也没发展起来；二，三级

抽水站和其它上山工程长期闲置无用而废弃。

德惠县属于平原区，坡耕地面积不大，且坡度也较缓，修梯田的必要性不

大：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农业学大寨”高潮的影响下，也掀起了修梯

田的热潮，致使很多不必要修梯田的地块也修了梯田，结果打乱了土层，土壤

肥力减退，教训是沉痛的。

． 1 980年长春市水利勘测设计处根据省，市、县三级联合调查组提出的“调

整灌区规划⋯⋯’’的意见，经社会调查、现场查勘和技术经济比较后提出了《沐

石河流域德惠县沐东涝区规划报告书》，对松沐灌区进行了综合论证，把一级

站的提水量全部用于沐东，沐西两片涝区发展水田灌溉。从此松沐灌区的灌溉

效益与日俱增。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德

惠县水利工程管理和建设也逐步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化，全

县人民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利用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大力开

改水田，全面推广塑料薄模大棚育苗，加之机械、化肥、农药等的广泛使用，

水稻种植面积增长很快。在1980年全县水稻面积5276公顷的基础上，1985年增

加到22 527公顷。每公顷产量也1扫3750公斤增加N6300公斤。

．j11J1988年末，全县已建成670公顷以上灌区6处，固定电力排灌站197座，

总装机415台，28 479千瓦；临时小站2502处。灌溉用电机井763眼，小井7521

眼，实际灌溉面积37 687公顷，其中水田面积37 620公顷，是1949年的47倍。

建国近四十年来，国家累计给德惠县水利工程投资7375．54万元，全县人

民充分利用这些资金兴建了大量水利工程，共完成土方33 347．83万立方米，

石方237 184立方米，混凝土60 71l立方米，完成标准工日约6775．82万个。

这些工程为防洪，除涝和发展农田灌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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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水利机构也逐步加强，由建国初期的股，发展

属八个企事业单位和24个乡镇水利管理所。1988年

成了一个完整的勘测、规划、设计、施工和管理系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全县水利系统各单

引入内部，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扬长避短，积极

，技术力量和设备，发展多种经营，开发新产品，

工程建设任重而道远，二十世纪内，德惠县水利工

河’’的综合治理和水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江河堤

整修加固，使其保持和达到设计韵防洪标准。七片

是加强配套，狠抓管理；按规划全面配齐排涝站和

支沟水流畅通，并适当开挖必要的田间排水工程。

个大型灌区的配套，使工程尽早达到设计效益；同

；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

纪末全县水稻种植面积达到67 000公顷。农作物结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水的需求量也在逐步增长，

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势在必行。低山丘陵区的水土保持工作必须加强。伴随着

水利工程效益的发展，德惠县的生态环境将进一步得到改善。加强水利工程管

理，要作到建管并重。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水利部门不仅是治水、管水；还

要买水、卖水；由过去的喝“大锅水"，转变为“商品水"，使水的价值观念

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每一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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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88年完成实物工程量统计表

完 成 工 程 量 备

年度 计 土 方 石 ．方 混凝土方

(万立方米) (万立方米) (立方米) (立方米) 注

合计 33377．62 33347．83 ，237184 60711

1949 1．40 1．40

1950 1．40 1．40

1951 1．50 1．50

1952 1．10 1．10

． 1953 1．90 1．90

1954 3．70 3．70
’

1955 43．00 43．00

1956 129．62 129．60 150

●

1957 202．50 ．202．45 410 130’

1958 924．08 924．00 300 521

1959 524．04 524．00 420

1960 462．82 462．80 210

1961 17．50 17．30 2000

1962 140．61 140．00 ‘4684 1 395

1963． 210．27 210．00 2341 329

1964 450．23 450．10 580 762

1965 776．12 ．1 776．00 ．1200

1966 440．41 440．00 450 3674

1967 510．34 510．00 400 3000

1968 590．00 ． 5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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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完 成 工 程 量

年度 计 土 方 石 方 混凝土方 备注

，(万立方米) (万立方米) (立方米) (立方米)

1969 640．00 640．00

1970 850．OO 850．00

1971 1272．47 1270．00 ．22000 2740

1972 12 1．1．22 1210．OO 9827 2329

1973 3l 51．83 3146．29 48602 6813

1974 1375．03 1372．50 21855 3414

1975 5142．OO 5141．22 5375 2403

1976 3142．66 3140．37 16853 5995

1977 2843．56 2841．19 20041 3608

1978 1622．85 1620．87 1467l 5081

1979 6．17 5．65 4204 1026

1980 20．72 19．77 7222 2244

1981 596．20 595．10 9151 1851

1982 ．628．49 628．18 892 21 67

1983 461．89 459．69 21239 785

1984 422．64 421．67 7372 2274

1985 993．38 992．93 3659 848

1986 2039．16 2038．00 9326 2229

1987 851．78 851．33 1776 2709

‘

1988 673．05 672．82 1 900 40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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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惠县1949年至1988年灌溉效益统计表

单位：公顷

设 计 灌 溉 设 效 灌 溉 实 际 灌 溉

年度 备注
计 水 田 旱 浇 计 水 田 旱 浇 计· 水 田 旱 浇

1949 1200 1200 800 800 800 800

1950 1200 1200 800 800 400 400

1951 1200 1200 800 800 367 367

1952 1200 1200 800 800 560 560

1953 1200 1200 800 800 513 513

1954 1200 1200 800 800 400 400

1955 1200 1200 800 800 9840 9840

1956 1200 1200 800 800 753 753

●

1957 1200 1200 800 800 680 680

1958 1200 1200 800 800 720 720

1959 10360 10360 7627 7627 1907 1907

1960 5693 5693 467 467 4353 4353

1961 2433 2413 20 860 847 13 460 447 13

1962 2433 2413 20 860 807 53 507 460 47
、

●

●

’1963 1347 1287 60 873 813 60 720 660 60

1964 1667 ，1610‘ 53‘ 1120． 1067 53 1260 1207 ．53

1965 1667 16’67 1573 1573 1567 ．1520 47

1966 1840 1787 53 1653 1600 53 1773 1720 53
●

1967 6400 6320 80 4000 鞠20‘ 80 3000 2920 80

1968 8100 8020 80 6400 6320 80 4300 4220 80

1960 8l 00 8020 80。 6400 6320 80 4960 488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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