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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是我国历代治国安邦
韵一件大事。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县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重视水利建

设，带领全县人民治山治水，开发利用水土资源，兴修了大量水利工

程，从而不断地增强防洪、抗旱能力，改变自然面貌，促进了全县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县委和政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从本县实际出

发，制定了我县“北治河沟南治滩，围井围渠建设稳产高产田"的农
业发展路子，积极把农业推向市场。全县以发展“两高一优，，农业为中
心，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为重点，大力开展了治山治水、兴修水利

工程、建设经济林和高效益农田为主要内容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实行了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使农林牧副业向高产、高效、优质的

方向发展。这条路子已成为全县人民奔向小康的一条康庄大道。
3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使全县人民逐步认识了水利不仅是农

业的命脉，也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在经济建设中自觉地把治

水放在了首位，坚持兴利除害并重，开源节流并举，建设管理统
筹，防汛抗旱结合的治水方针。在有水源的地方，大力推广畦浇浅

灌，防渗节水等措施，充分利用地上地下水资源，扩大水浇地面

积，提高水土资源的经济效益。在无水或贫水的北部山区，除积极
截引山泉，发展扬水灌溉外，进一步搞好小流域治理，以拦蓄自然

降水，除害兴利，从而促进工农副业齐发展。

《万全县水利志》，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实事求是、略
古详今的原则，用丰富翔实的资料，重点记述了万全县人民在党和

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支援下，以奋发图强、艰苦创业的精神，进行水

利建设所取得的伟绩及其促进工农业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明

显成就。其兴衰起伏的历程，既有成功的经验，亦有失误和教训．
它将启迪和激励人们承前启后、兴利除弊，为进一步搞好万全县水

利事业，发展经济，提供历史借鉴。祝贺这部水利专业志出版．

县长：刘吉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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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是万全县第一部水利专著．记述时间上溯不限，下限

断至1985年，部分事件延至搁笔时。

二，本志采用章、节体。全志分十二章，章下设节、目，志后

设大事记，图、表插在章节之中。

三、本志引用的历史资料，主要来自县档案馆，地方志办，党
史及水利部门的档案资料。统计数字采用县统计局和水利局资料。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目前”、 “建国

后"。建国前以朝代年号纪年，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建国后均采

用公元纪年。 ·

五、本志中凡机关、地名及其它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并

在括号内注明其简称，以后再出现时用简称。 I

六，本志中建国后统计数字，按国家语委等七部门关于出版物

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本志中所记述的地面高程一律采用黄

海高程．
．

．

七，本志记述的行政区划及地名范围为l 985年万全县管辖区
域．

八、本志依据“生不列传"的原则，对现代治水人物采用以事

系人的写法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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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万全县历史悠久。西周时属幽州，东周时属燕国，秦时属上谷

郡，汉朝置宁县。唐、宋、元、明各朝归属多变。明洪武二十六年
(公元I 393年)二月始设万全右卫(今万全镇)。清康熙三十二年

(公元1693年)改设万全县，属直隶省宣化府。民国元年(公元
1 91 2年)改属直隶省口北道。民国l 7年(公元l 928年)划归察哈尔
省。日本侵占后，1 939年9月，万全县治由张家口下堡移置万全
城。l 941年4月1日，万全、怀安两县合并，设伪万安县，县治柴

沟堡，属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察南政厅。I 945年8月，万全县第一

次解放，恢复县制，驻万全城，属晋察冀边区察南专区。1 946年国

民党占领万全县。l 948年“月29日，万全县第二次解放，仍隶属察

哈尔省察南专区。l 952年，察哈尔省撤消，万全县划归河北省张家口
专区。I 958年，万全、怀安合并为怀安县。1 96 1年1 2月20日，恢复县

制，直至现在。l 983年7月1日，县政府驻地由万全城迁至孔家

庄。孔家庄镇成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京包铁路横贯县
境，公路四通八达。 ，

万全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地处洋河北岸， 东经1 I 4。20 7—

1l 4。50 7，北纬40。40 7—40。l 7，之间。东临张家口市，西、北以明

长城为界，与尚义、张北两县接壤，南隔洋河与怀安相望。全县东西

长38公里，南北宽35公里，总面积儿61．48平方公里，其中山区面

积642．73平方公里，占55．3％，浅山丘陵区面积200．8平方公里，

占l 7．3％，河川、盆地面积3l 7．95平方公里，$27．4％。I 985年全县

辖l 3乡4镇，1 74个行政村，5．23万户，l 8．6 9万人(其中农业户

4．92万户，17．49万人)。有耕地46．86万亩，农业人口平均占有耕
地2．68亩。

万全县自然灾害频繁，其中尤以旱灾最为严重，制约着农业生

产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劳动人民为抗御自然灾害，兴
建了一批水利工程。据旧《万全县志》记载，明洪武二十六年(公



元I 393年)，县丞鼓励地方人士兴办水剩，修堤防洪，凿渠沟引洪
灌田，打深井而食民，兴修了一些小型渠滩工程。民国18至2 0年

(公元i 929一-I 931年)，全县大旱，一些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按

亩集股，先后在东洋河、洋河畔兴建3条万亩以上渠道，在洗马林
河、城西河，城东河一带发展小型渠滩工程1 08处，沿河两岸修筑了
一批防洪堤坝，护村护地兼灌溉。但由于受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等

诸多因素的限制，水利事业发展缓慢。到建国前，全县灌溉面积仅
为7．2万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万全县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带领全
县人民展开水利建设，大致分为五个时期。

l 949年至I 955年，全县以恢复发展旧有水利工程为主。首先对

旧有渠道进行整修，废除封建水规和管理制度，建立人民代表大会

和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合理负担，合理用水。在恢复水利

工程的同时，发动农民开渠、打井、挖泉、推广水车，囡地制宜地

进行防洪、除涝、打坝淤滩。同时，在城西河上游搞了水土保持试
点。在这6年期间，全县累计开新渠27 9条，修旧渠11 I条， 打井
1 538眼，改造旧井600眼，挖泉52眼，成滩淤地50 0亩，全县灌溉面

积达到25．79万亩，平均每年增加水浇地2．12万亩。挖水池1500个，

建谷坊1．27,7个，挖水平沟I 1．45万米，植树造林73．8万株， 片林
l I 00亩，取得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初步经验。

1 956年至1 959年，水利工作以防旱为主，大力兴修小型农田水

利，开展水土保持，以保证农业增产。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小

型水利建设和水土保持进展很快，涌现出高庙堡小岭沟、乐田湾大水

沟、太平湾里达子沟等水土保持典型。1 958年，全县贯彻“以小型为

主，以蓄为主，以社办为主，，的水利方针，水利建设掀起高潮，灌
溉万亩以上的洋河大渠及5条灌溉千亩以上渠道开工、，并开始了蓄

水工程的建设，建成了菜山沟、正北沟、太平湾、洗马林、城东河

等中小型水库5座，．挖蓄水池186座，坑塘50座，修筑防洪坝96处，
挖泉40眼，从而增强了抗旱防洪能力，控制了一部分水土流失，全

县水浇地面积达到3I万亩。

1960年至1965年，’全县认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方针。水利工程以加强管理，狠抓配套，组织受益为主，在巩固



中得到了发展。从1962年起，打大口井，人工锥井，开发利用地下
水，并在周家河公社建成了全县第一座电力灌溉工程，机井灌溉从

此发展起来。1963年，共配套机井、大口井34眼，配套岸庄屯、老

鸦河两座扬水站，增加井灌面积3740亩。1965年，由13个村联合兴

建的弘慈洞挖潜截流工程建成，扩大灌溉面积2．5万亩。期间还开工

修建了全县最大的骨干渠道“四清"大渠，并解央了7个村，6500人，

225头大牲畜的饮水问题。

60年代初，县委、县革委提出了“西水东送，南水北调，北水

截潜，长藤结瓜，围井造田，沿河造地"的治水方针，在金县展开

了以“农业学大寨"为中心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继续搞渠系配

套、水库除险加固等工程的过程中，水利建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全县先后建成了北新屯、响水沟两座水库；接管了张北县移交的向

阳水库，并与古城河灌区配套；完成了“四清，，大渠渠首扩建工程和以

洋河灌区配套为主的配套工程；开展了节水灌溉工程。1 974年，全县

对河道进行规划治理，以洋河为治理重点，先后在洋河、洗马林

河、古城河、吊沙河、城西河、城东河完成治理河岸182．8 36公里，

其中洋河治理27．23公里，沿河成滩造地2．87万亩。同时建成高产

田19．83万亩。

由于农田水利建设的大规模实施，水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1 976年兴建喷灌工程24处，建成移动，固定、半固定喷灌面积l 020

亩。在充分利用地上水的同时，大力开发了地下水。由于注重学>-7

外地经验，采取了物探新技术，成井率逐年提高。此期问，全县共
打机井、大口井“33眼，挖潜l 03处，挖坑塘l 7处，建蓄水池47处，

建扬水站(点)41处，水利工程基本形成了上蓄下灌的系统网络。
l 979年至l 985年，全县水利工作贯彻执行“加强经营管理，讲

究经济效益"的方针，坚持改革，转轨交型，使水利工程发挥了应

有的效益。洋河三大灌区率先实行了管理责任制。洋河大渠实行分
级管理，收支包干，利润分成，以段定人，以站定人的管理方法，

把任务落实到了基层集体和个人，并做到责、权、利统一；洋河二

渠实行单级承包，单独核算的方法，管委会对基层单位制定出承包

基数，超收者奖，欠收者罚；洋河三渠实行“五定一奖"制， “五

定"即定人员、定任务、定收入、定开支、定用工， “一奖”即增

一3一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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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节约者奖．由管理站和管委会签订合同，再将任务落实到入．管

理责任制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干部和工人的积极性，灌区的总收入
逐年增加，走上了“以水养水"的新路子。现在，全县六大万亩灌
区兴建各种综合经营摊点1 4处，除自给管理经费外，还能自筹资金
新建和维修水利工程，使其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引进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发展地下管道防渗节水工程。全县

已建成自压塑料管道节水工程5处，不仅提高了灌溉效率，而且使

水的利用率提高了20％。水费实行“以亩配水，以方计征”的收费

方法，既缓解了水管单位资金困难，也减少了水量浪费。在灌溉中

改大畦为小畦，变长畦为短畦，实行畦浇浅灌，群井汇流，大大节
约了灌溉用水。

建国30多年来的水利工作，由于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

全县人民的艰苦奋斗，获得了巨大成就。一是全县建有小(一)型

水库2座，小(二)型水库2座，坑塘l 9座，水池1 5座。这些蓄水

工程控制着洪水径流，变水害为水利。加之山丘区大搞小流域治

理，减少了水土流失，不仅增强了抗旱能力，而且减少了洪水径
流。二是灌溉工程效益显著。全县已建成万亩以上灌区6处，千亩

以上渠道59条，千亩以下渠道26 l条，截引潜流30处，建扬水站

(点)30处，机电井741眼(其中深井1 95眼)，砖石井2 93眼，可

充分利用地上、地下水资源，保证了农业的抗旱、肥田和增产。三

是通过洋河和小河治理，加之沿河兴建了大批水利工程，不仅减轻

了洪水的危害，取得了显著的防洪护地效果，而且洋河沿岸建成了

近l 07)亩的滩地，使沿河群众大受裨益。

水利事业的发展，促进并保证了农业的发展。到1 985年，全县

水浇地面积达到29．27)-亩，占总耕地面积的62％，是建国前的4

倍。1949年，全县平均亩产粮食50公斤，总产量2288．5万公斤，经

济作物面积1．26万亩，农业总产值292．8万元。1 985年，全县平均

亩产粮食l 07公斤，总产量5950万公斤，农民人均占有粮食340公

斤，经济作物面积1 3．8 3万亩，金县农业总产值达到5983万元，比

建国前增长20倍，人均收入由建国初的54元增加到384元，尤其是

水浇地多的乡镇，人均收入达42 9元。此外，全县还完成山区饮水
1 33处，解决了9．66万人、9840头大牲畜的饮水问题，完成了病改



水9处，改善了1．1 4万人的生活用水。

30多年的水利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面对现实，明确本县的水利建设方向。万全县干旱缺水，

兴修水利工程，增加农业收入，是群众脱贫致富的一条重要途径。

县委和政府根据本县水资源分布特点，结合地形地貌变化，在60年

代初就提出本县治水路子应当是“西水东送，南水北调， 北水截

潜，围井造田，沿河造地”。按照这一路子，发动群众修建“四

清”大渠，建扬水站，挖潜流，打井开发地下水，治河成滩造地。经

过多年的努力，使水浇地面积得到了发展，从而促进了农业的稳步

增长。在农业生产上，明确水利应向高效益农业流动，大力发展

“两高一优"产品，调整种植结构，使农业的收入大幅度增加，降

低了水在农作物成品中的比降，进而提高农民兴修水利工程的积极
性，使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相辅相成、协调发展。

2．正确贯彻执行“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的三主

方针，增强了抗御水旱灾害能力，综合开发利用了水资源。小型工

程省工省料收效快，依靠群众力量容易办。但在兴修小型工程的同

时，有计划、有步骤地兴办较大蓄水灌溉工程，以控制较大河流洪

水，构成地上水，地下水相结合的水利体系。全县六大万亩灌区和机

井潜流工程的建成，有效地发挥了工程效益，保证了工农业生产的

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水利工程的兴

修，只有依靠社办为主，国家扶持为辅，才能解决水利建设所需的

大量人、财、物力。30多年来全县用于水利建设投入近亿元，其中

国家投资2700万元，占27％左右。尤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搞

水利改革，采取多层次、多渠道集资，实行劳动积累工制度，推动了

水利事业进一步发展，这是一条基本经验。
3．改革管理体制，加强建管工作。万全县委和政府于80年代

初，开始对水利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在六大万亩灌区内推行计划用

水，改革水费征收制度，实行经济承包经营责任制，走“以水养

水”的综合经营的路子，，不仅使水利管理单位增强了自我维持能

力，而且大部分管理单位开始自筹资金兴建和维修水利工程，从而

逐渐扭转过去国家兴建水利工程越多，负担管理，维修费用越大的

局面，并为今后水资源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奠定了基础。同时，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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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府进一步加强水利工程的管理工作，使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日益显著。

近年来，万全县随着工农业需水量的增加，水资源日益短缺。
为此，进一步加强水资源的管理，合理规划、开发和利用水资源，

巳成为一项紧迫任务。今后的水利工作应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

1．河JIl区洋河大渠、洋河二渠、洋河三渠，应做为全县近期

渠井灌溉重点区。利用本区地下水多年调节水量，做为备用水源。
当东洋河、西洋河、南洋河入境水减少，本范围内可全部或大部分

用机井灌溉，保证河川区的农业正常用水。

2．低山丘陵区，无条件从外流域引水，自产水量不多，地下

水资源也不丰富，今后应着手搞节永灌溉工程，改进灌溉技术。在普

及管道、应用喷灌技术的基础上，采用小水大用、滴水归田的措施，提

高水的利用率。在农业上要搞好农田基本建设，改良土壤，平整土

地，推行小畦灌溉，改变大水漫灌、窜灌的旧习，进一步推广喷滴

灌、阴窝点种抗旱等，同时采用科学的农业耕作技术，做到保墒、
保肥，发展“旱作农业，，。

3．加强水资源管理，有计划地合理地规划、开发地下水资

源，建立一套完整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在水资源用量日益增长的情

况下，应采用废水处理重复回归利用措施，以缓解水资源日益短缺

的矛盾，并提倡全民节水。

4．小流域综合治理，要真正发挥资金投放效益j按照立地条

件，乔、灌、草综合治理，采取严格的封禁措施，达到治一片，成

一片，起到蓄水、保土、涵养水源的目的。

5．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推广粮菜畦田套种多茬的经验，实现
水的商品价格。

6．进一步宣传水法水规，真正做到依法治水、依法管水、依
法用水。

万全县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用勤劳的双手改变

了全县山河面貌。在新的形势下，全县人民将共同努力，再接再

励，治山治水，为万全县的繁荣昌盛而努力奋斗1



第一章自然概况

万全县属冀西北山区，地势北高南低， 自然纵坡1／30一

I／200；西高东低，自然纵坡1／100—1／1000。北部山区、中部

丘陵区多为坡梁旱地，水资源稀少，土地贫瘠；南部河川区水资源

较丰富，土地肥沃，是主要产粮区。全县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季节
差异明显，光照时间长，夏季炎热，秋季天高气爽，冬春降水偏

少，自然灾害频繁。

第一节地形土壤

县境北界尚义至赤城断裂带，南至怀安复背斜，东界宣化复背

斜，西连尚义连续沉降带。由于地形复杂，物理分化，自然植被稀

疏，土地剧烈切割，冲沟发育，水土流失严重。主要河道两岸山闻

沟谷，多由第四系冲积物组成，全县按地貌形态可分为北部山区，

中部低山丘陵区，南部河川区。北部山区分布在县境北部，山岭纵

横，河谷交错，地势起伏交化大，相对高差200—50 0米， 海拔高

1200—1600米；中部低山丘陵区，山势较缓，流失切割严重，海拔
800～1 200米；南部河川区多为河漫滩一级阶地，地势平坦开阔，
海拔600—800米。

境内山脉，禺阴山余脉，马尼图支脉。绵恒县境北部的鱼儿

山、虞台岭、野狐岭，由西向东长达40余公里，构成本县与尚义、

张北两县的自然分界。其它各主干山脉，均由北向南栉比延伸，高

度递减，构成县境山区基础地貌。金县有较大山头19座，海拔均在
l 000一I 800米之间。

由于自然侵蚀、冲刷形成了山问沟谷，主要分布在五大沙河两

岸及北部山区、中部丘陵地带，一般长千米，最长达万米以上，为
各主干河流的源头。

全县土壤类型分为粟钙土、灌淤土、草甸土、水稻土、沼泽土
五个类型。其中粟钙土分布在全县1 7个乡镇，面积为783496亩，占

金县总面积的72．5％；灌淤土分布于洋河河谷阶地，洗马林一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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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盆地及其它乡镇的河谷两岸，面积为2402 14亩，占全县总面积的

22．2％；草旬土分布于县境南部洋河河谷低阶地和河漫滩，面积
4300亩；水稻土主要分布于洋河河漫滩，大部由人工垦植而成，面
积l 2360亩；沼泽土分布于洋河河漫滩地势低洼处，以安家堡乡为
最多，面积1280亩。

第二节气 候

万全县属东亚大陆性季风气候中温带亚干旱区，四季特征明

显。降水量年均46 4．9毫米，其中6—9月占79．6％，’3—5月占

9．1 9％。气温年均6．9℃，高温期出现在6～8月，最高气温平均
36．7℃，低温期出现在I 2月一次年2月，最低气温平均一27．8℃。

因受地势影响，气候的地域性差异较大，由北部山区向南部河川区
推移，雨量递减，气温递增。初霜期在9月中旬，终霜期在次年5

月上旬，无霜期l 20天一140天。冰冻期由本年1 1月至次年3月中

旬。全年多西北风，平均风速为3．35米／秒，最大风力8级，一般

为3级左右。年干旱指数为2．7，干旱、大风、冰雹等自然灾害较频
繁，尤以干旱为重。

第三节河 流

万全县位于海河流域永定河系上游两大支流之一的洋河北岸。

境内主要河流有县境南缘由西向东的东洋河、洋河和由北向南的四

条季节性较大的河流，境内流域面积ll 6 1．48平方公里。除洋河为

二级干流外，均为三级干流，年均径流量3．3亿立方米。

一、东洋河

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察右前镇四顶房、昭哈岭之东，东南流经

兴和县，从本县羊窖沟西入境，至岸庄屯汇入洋河。河道全长155
公里，其中县境内河道长l o公里，控制流域面积66．I o平方公里，

河道纵坡l／10 0—1／50，河床均为砂砾及卵石，多年平均径流
量为1．5亿立方米，但流量极不稳定，春季有消冰水，入夏进入枯

水期，基流甚小，甚至干涸；汛期暴雨山洪甚为汹猛，历时较短，

洪水过后又成干河。本县在羊窖沟西山口建有洋河大渠渠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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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东洋河水灌田。

二、洋河
、

东洋河、西洋河、南洋河三条支流于县境内北沙城乡岸庄屯村

南汇流后统称洋河，东流至太师庄出境。洋河为万全县与怀安县的

自然分界，境内流程30公里，流域面积1 82．21 7平方公里，为细砂

河床，年均径流量为3．4亿立方米，但河道流量极不稳定，洪水流

量常在1 00 0米s／秒上下，枯水仅0．5米’／秒左右，且洪水期短，
枯水期长。

三、洗马林河

洗马林河古称镇河，发源于尚义县白沙崖，流经榆林沟、洗马

林、旧堡、北沙城4个乡镇，至岸庄屯入洋河，境内流程26．8公

里，流域面积l 92．38平方公里。河道平均宽l 30米，坡度1．6％，年

均径流量490万立方米，属季节性河流。
’

四、古城河

古称新河，发源于张北县大东沟，流经新河口、高庙堡、郭磊

庄3个乡镇，至杏园庄南入洋河。境内流程45．3公里，流域面积

246．795平方公里。河道平均宽度l 50米，坡度1．8％， 平均年径流

量7 l o万立方米，属季节性河流。

五、城西河

古称爱阳河，又称西沙河，发源于本县水沟台、冯家窑，上游

流经北新屯，梁家庄2乡，下游流经万全、宣平堡、孔家庄3乡

镇，至义兴堡南入洋河，流程35．2公里，流域面积248．204平方公

里。河道平均宽l 70米，坡度2％，平均午径流588万立方米，只有

雨后洪水，没有基流。

六、城东河

旧称东沙河，发源于本县正北沟，流经膳房堡、万全、宣平

堡、孔家庄4乡镇，至太师庄南入洋河，流程35．1公里，流域面积
l 32．95平方公里。河道平均宽1 50米，坡度2．3％，平均年径流320

万立方米，属季节性洪水沙河。

附：万全县主要河道统计表(见表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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