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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川县水利志》是一部较为完整的系统的全县水利建设的历

史记实，详尽地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泾川水利建设的情况，并较全面

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客观地肯定了兴修水利在历史上的作用。它的

出版，将为研究泾川水利建设提供可靠的史料，也将对未来水利事

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泾川的水利事业，虽然有组织有领导的建设起步较晚，但在民

间自发的治水活动，’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有着比较丰富的经验，特

别是解放以来，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治水运动。川区四大灌区，

已对农业生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山、原区人畜饮水工程、打

井、建站为人民群众创造了幸福．在河道治理、改造沟谷、消除洪

涝灾害等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绩，为全县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

大贡献。

泾川历来是以农业为主的县，干旱又是农业最大的威胁．农业

能否丰收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

有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一整套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大

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加上水利事业的发展，灌

区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当然，泾川山、原区是大面积，水利化程度

不高，水的蕴藏量很少，发展水利事业难度很大，我们一切水利工

9．．．．1．．．．



作者，深知兴修水利，造福人民，是我们的天职，在治水工作上，

一定要总结前人治水的经验教训，既不屈服自然界的压力，又不盲

从、自满，脚踏实地的从实践中摸索规律，从实际出发，除害兴利，

使水利更好地为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史秉忠
，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八日



凡 例

川县水利志》记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重点，本

略古”的原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

了泾川县水利，水保工作的创建治理、开发利用，发展交

的历史和现状。

本志上限溯源至清前时期的治水概况，下限截止I 989年底。
～

，目的层次排列．全志共7章，27节，共95000多字，但个

别章节，上下有些浮动．

二，本志采用语体文(引文除外)，记叙体记事，在记述上采取

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反映各个时期治水本末，随文配有图，表、

照片．

三，全志除引用历史资料，按原文注明出处外，对新时期的

资料不加注出处，以节省文字。文字及标点符号以《新华字典》
：

为准。

四、历史记年在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以前，以朝代，国号

记年，后注公元年号，1 949年以后，采用公元记年．章、节第一次

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用全称，其后简称。建国前一和。建国
，

臣o
，口 。

五，本志的数字一律以阿拉(白-7-母表示，以合乎习惯，方便读

者和节省篇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各种数据，均取自旧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旧志，遇有记载不一，取其中较为合理的．建国后的数据，主要以

县水利局年报和县统计局《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为准．

六、各个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及地域名称，均沿用当时的名

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县属行政区划与地名多次变更，故

记述史实时，用该事实发生时的名称，人物按史实发生时的职务

称呼．
’

七、本志凡简称。党”的均指中国共产党．“党委一，膏省委”

膏地委”、 。县委”均指中国共产党的所属省、地、县同级组织。

凡称Ⅳ政府”， “人委”、 “革委会一、 。公社”即指人民政

府的当时县，乡组织，大队，生产队则与现行村委会、村民小组

相同。

八、本志计量均采用公制，即用吨、公斤，米、公里表示．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水利经费采用民国币制(法币)计值。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水利建设经费一律按现行人民币计值．



人，共有耕地87983 1亩，占总面积的40．14；5。有农业入口27355 1人，

占总人口的95％，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占有耕地3．22亩。

泾川县古名泾州，历史悠久，境内已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四处，属于智人时期的人类头骨化石一枚，表明为祖国文化发祥地

之一。自秦汉以来就是古都长安的西北屏障，居古丝绸之路的要

冲，为陇东重镇．境内无大山，属黄土高原。泾河自平凉市来，．横

穿境内，有沩河，黑河、红河等主要支流，水源较丰富；气候温

和，年平均气温10℃，冬季少严寒，夏季无酷暑；多年年平均雨量

555．4毫米；川原地土壤肥沃，丘陵山区具有综合开发的良好条件，

历来为。陇东粮仓一的重要产粮县之一。解放后，由于党的正确领

导，全县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至1989年底

全县粮食产量达到1 17239．5吨，相当于解放初期的3．05倍．每亩单

产152公斤，相当于解放初期的3．2 1倍．工农业总产值达1 6849．6 1

万元；相当于解放初期的21．2倍。

．．．．1．．．．



山岭逶迤

然地理类

二十年(1484)至1987年，503年间，共发生大旱49次，每遇大旱必

致饥荒。清乾隆三十年(1765)久旱不雨，人饿死无数．同治七年

(1868)干旱，斗麦值银7两，苜蓿1斤价值60文钱．民国I 8年

(19 29)大旱，泉水，井，塘枯竭，泾、。沩河支石可渡，粮无收

成，树木枯死，不少人家息烟断炊，斗麦值银圆10元，百姓四处逃

荒，死人众多。因为雨量过于集中，又多暴雨，洪水灾害也很频繁，

每遇大雨，山洪暴发，河水猛涨，沿岸农作物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常

常受到洪水的侵害和威胁。如明代初年，-次洪水冲毁泾州城，致

使古城南迁。民国二十六年暴雨，洪水冲开泾川城南门，城西巷、

常平仓一带，水深七八尺，给城区造成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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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川人民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为抗御水旱灾害，付出了艰辛的

劳动。如修简易梯田、培地埂、堵壑壑，以及引水灌溉等，多是群

众自发的，是否有系统的水利工程，文献无徵，已不可考，由官府领

导修建水利，见于记载者始于明代，但都是人去政息，随修随废，

收效不多。直到民国末年才官助民办，修建了两条较大的灌溉渠道，

到泾川解放计有万亩渠道1条，千亩渠道1条，百亩渠道一条，土

井120余眼，工程面积12006亩，有效灌溉面积3178亩。

新中国成立，迎来了农田建设的新时期。刚解放，百废待兴，

泾川县第一届第三次各界代表大会就提出兴修水利，从一开

始就树立起以开发农田水利为振兴农业中心工作的指导思想。 。一

五一开始国家提出开展水土保持工作，这一保水保土的科学道理，

很快被身受其害的广大农民所接受，由小及大，开展了治山、治水、治

原、治沟、植树、种草，建设基本农田的长期建设工程，虽然中间曾

发生了一些曲折，走过一些弯路，全县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经过了四十年艰苦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很大成绩。按照水利、-

水土保持工作曲折发展的情况，可分为四个阶段：
。

从泾川解放至扩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是铺摊子，打基础，起步

前进的时期。1950年5月，泾川县第一届第三次各界代表大会

确定以抗旱防洪为主，打井挖窖，兴修小型渠道，维修改造旧渠，

力求减轻水旱灾害，开始了向水利、水土保持进军的序幕。1随着农

业合作化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化，促使水利、水保事业进一步发展．

先后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川区建成东于渠(现并入沩丰渠)、墩百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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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幸福渠)、泾丰渠(现泾丰渠上段)、庆丰渠．

陵渠进行了疏竣维修，至1 975年底兴修小型渠道30条，

打土井205眼，安装解放式水车319部，有效灌溉面积

在此期间，水土保持以培地埂、堵壑壑、填胡圈、挖涝池、沟头防

护等单一治理措施，很快发展到原面、沟、坡兼治的综合治理措施。

1956年冬季，老原乡老原合作社采取原面、沟、坡综合治理措施，

坚持一冬一春，投劳2256个工日，培地边埂300亩，修梯田1 2亩，挖

涝池两个，开挖水平沟3万米，挖植树坑13万个，挖鱼鳞坑19万个，

原面修封沟埂两道，全长3960米，沟头防护1 897米，小型塘坝l座，

土谷坊150道，柳谷坊6道，使水土保持治理措施步入田间，开始与

农业生产相结合。1 957年国务院授予老原合作社。保原固沟、发展

生产一锦旗一面．

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中期，是水利、水保工作大干大闹时期，

但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急于求成，出现了一些失误。1 958年同

时铺开了泾河南干渠、jf|f河南，北于渠、红河南、北干渠五项骨

干工程，还参加了地区以外的巴家咀水库，引洮上山等工程建设，

投入常期工程建设的劳力达到万人以上。．又掀起7修塘建库高潮，

至1962年全县开工修建塘、库24座，共投入124万工日。在一开挖

十万眼井一的号召下，山原地区按人口分摊打井任务，据五个公社

统计，打成土井8051眼(多数是干井)。由于忽视自然规律，缺乏

科学依据，盲目追求高指标，大计划，以致开工项目多，建成收效小，

造成不应有的浪费．1962年西北局兰州会议后，水利建设贯彻中央

～4一



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斗的方针，转入已建工程的维修配套．

本阶段开始时，因为。全民大办水利”的号召，投入兴建水利的劳

力过多，曾影响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1964年黄河中游水土流失地

区第三次会议后，逐步转入农田基本建设。1965年7月，县委、县

人委决定，水土保持，原面以修条田为主，山区以修梯田为主．当

年lO}2，地、县在飞云公社坡头大队进行了原面条田建设试点，随

后全县以点带面，全面开展了以梯、条田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农田基

本建设。

搿文化大革命”时期，是曲折发展的阶段，开始时由于领导机关

受到冲击，水利、水保建设，曾一度陷于停顿状态。1 968年以后始有回

升。广大农民群众顶风破浪，建设家园，仍然获得了重大成绩。这

一时期的水利方针是：以引为主，引、提并举。在泾河川兴建和改

建了幸福、庆丰两个万亩以上灌区，在庆丰渠首建起了县内第一座

浆砌石滚水坝，首次应用搿清洪两用”新技术，推行渠首、干渠、

田间工程全面配套。在黑河，红河川区以提灌为主，建成一批小型

提灌工程，川区净增有效灌溉面积7522亩。水土保持开展了以改土治

水为中心的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1975年县委、县革委决

定扩大官山林场，搬迁了5个生产队，62户，270人，通过三次集中治

理，在官山西沟、东沟，中沟连片造林12657亩，植树287万株，修梯田

652亩，建盘山生产路7条，21公里，总计移动土方123．9万立方
’

米，为全县山区田、林、路综合治理树立了样版。还先后开展了二

郎沟等l l条小流域综合治理，1973年在延安水土保持工作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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