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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建国以来，我区历届
党委‘和政府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领导全区人民在生产实践中，积极地探

索发展农业的方向和道路，推进农业生产。1988年，中共张家口地委和行
署，经过充分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深刻认识3,140年来障碍我区农

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十年九旱"，加上坝下山区严重的水土流失，

坝上高原严重的风蚀和霜冻，致使我区农业发展缓慢，粮食产量低而不
稳。特别是一遇大早年，就要出现粮食难以自给的局面，既给人民生活

带来苦难，又严重地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了防旱抗灾，我区
人民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修建了许多蓄水工程和灌溉工

程，建成了200多万亩水浇地，经过精耕细作，绝大部分成了稳产高产

田，不管年降雨量多少，亩产都在250公斤以上，最高亩产一吨粮。一般午

份全区水浇地的粮食产量约占全区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大早

年水浇地的优越性则更为显著，真是“有水一片绿，无水一片黄"。山区正
在开展的小流域治理，坝上正在进行的生态工程，虽然治理时间不长，但

在改变自然面貌，发展多种经营方面，已初见成效，有些乡村成效显著。

根据上述情况，地委和行署于1988午制定了一条符合我区实际情况

的发展农业路子，简称“一建三发展”，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稳

产高产农田，在确保粮食生产的同时，发展林果业、畜牧业和乡镇企业．
这条路子，在实行中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成为贫困地区解决温饱问题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也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建设稳产高产田要

以治水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常抓不懈，坚持修管用并举，坚持

科学种田，坚持因地制宜。凡有水源的地方，要大力开源节流，推广防

渗，喷滴灌、畦灌、沟灌等措施，充分利用地上、地下水源，扩大灌溉面

积，实现人均一至二亩水浇地。无水源的地方，山丘地区和坝上高原，

要努力搞好小流域治理，继续搞好生态工程， 拦蓄自然降水， 除害兴

利，促进并保证农、林，牧、企各业大发展。
俗话说： “温故而知新"。《张家口地区水利志》统合古今，翔实

地记录我Z4 o年治水的巨大成就和经验教训，是我区有史以来的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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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史志著述·它的出版是一件大喜事，我读后深感开卷有益。希望我区

广大干部尤其是农业水利工作者一读，借鉴已往的经验教训，在新的历

史时期更好地为我区的经济建设服务。

对所有参与本书编写入员的辛勤耕耘，精心著述，在此表示感谢1

—2一

王权

一九九二年十月

(注：序作者系中共张家口地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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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之一，是国民经济兴旺发达的命
脉．水土流失和山洪泛滥，又会给人们带来严重的灾难。所以水利工作

的中心任务，就是“兴水利，除水害’’，科学地利用水资源为人类造福。
， 张家口地处塞北边疆，文化经济的发展比较缓慢，水利事业的发展

受到制约，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区每年实灌面积仅50万亩，人均

占有的水浇地很少，农业生产处于靠天等雨状态，一遇大旱，灾情很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各级党委和政府把防水害兴水利做为治
国兴邦，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件大事，加强领导，常抓不懈。全体水利工

作者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勤俭治水，艰苦创业，向水旱灾害进行着顽强

的斗争。，40年来，在全区普及了水利工程， 建成两座大型水库和10 0多

座中小型水库，打成上万眼机井，建成一批万亩以上灌溉工程。这些水

利工程，已基本形成蓄灌排相结合的水利工程网络，是国家和集体的一
笔宝贵财富。截止1986年，全区水浇地面积达到212万亩，实浇面积160

多万亩，比1949年纯增110万亩，人均水浇地超过半亩。 水浇地通过种

植结构调整和科学种田，粮、菜、果品产量成倍增长，已成为全区农产
品主要生产基地，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山区通过开展

水土保持，修建供水供电工程，尤其是19183年被列为全国水土保持重点
治理区后，以小流域为治理单元的综合治理有了长足发展，山区的面貌、

生产和人民生活状况正在迅速改善和提高。

然而，在水利水土保持工作中，由于缺少大规模治山治水的经验，对
自然规律的认识不足，在左的路线影响下，对全地区情况的估计有时脱离
实际，所以在工作中走了一些弯路，甚至有些工程建而不用，用而不管，造

成一定的浪费和损失，在一些地区曾经挫伤了群众治山治水的积极性，水

利水土保持建设出现了徘徊局面。《张家口地区水利志》总结T40年来水
利水土保持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记载了全区人民创建的大量而翔实

的治山治水业绩，并注意了阐明事物发展的因果，反映事物发展的规律，

为今后进行水利水土保持工作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但因编者水平所

限和资料不足等原因，本志记述难免有错误、遗漏之处，望读者批评指正。

张家口地区行署水利水保局局长 刘灯亮

一九九二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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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张家口地区水利志》是地区有史以来第一部水利专业志，故

记述时间上溯不限，下限为198t6年，有些事件为记述完整，下延到199 0

牟。

二、本志记述范围为198 6年张家口地区行政区域。1983年前的记事

咆含着张家口市和宣化县·

三、本志中有关地名、机关、团体等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
并在括号内注明简称，以后再出现时用简称。

四、本志按篇、章、节、目排列，以志为主，辅以记、录，图、表、

照片。志前有概述，志后有附录。

五，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凡引用历史资料原文的，均加上“ ”

号，或在文中说明·

六、本志中的历史资料，主要取自嫘哈尔省通志》和各州县旧志。
新中国建立后的资料，来自水利、气象、水文、统计等部门，以及各县

库、灌区水利大事记和口碑资料。

七、本志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并考虑到专业志的特点，对治

水人物分别采取“事迹简介，，、．“以事系人，，、 “荣誉录"等方式记录。

八、本志中的计量单位，19 50年前的按原文单位书写。19 5 o年以后

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书写，

九、志中的地面高程，均加括号注明。未加括注的皆为假设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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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内陆河灌区⋯⋯⋯⋯⋯⋯⋯⋯⋯⋯⋯⋯⋯⋯⋯⋯⋯(2 1 0)

第六篇提灌工程⋯⋯⋯⋯⋯⋯⋯⋯⋯⋯⋯⋯⋯⋯⋯⋯⋯⋯⋯⋯(215)

第二十三章‘水井⋯⋯⋯．．．⋯⋯⋯⋯⋯⋯⋯⋯⋯⋯⋯⋯⋯⋯⋯(215)

。第一节小口井⋯⋯⋯⋯⋯⋯⋯⋯⋯⋯⋯⋯⋯⋯⋯⋯⋯⋯⋯(2 1 5)

．第二节大口井⋯⋯⋯⋯⋯⋯⋯⋯⋯⋯⋯⋯⋯⋯⋯⋯⋯⋯⋯(216)

第三节钻机井⋯⋯⋯⋯⋯⋯⋯⋯⋯⋯⋯⋯⋯⋯⋯⋯⋯⋯⋯(218)

第四节提水工具⋯⋯⋯⋯⋯⋯⋯⋯⋯⋯⋯⋯⋯⋯⋯⋯⋯⋯(221)

第五节、机井队⋯⋯⋯⋯⋯⋯⋯⋯⋯⋯⋯⋯⋯⋯⋯⋯⋯⋯⋯(222)

第六节井灌典型⋯⋯⋯⋯⋯⋯⋯⋯⋯⋯⋯⋯⋯⋯⋯⋯⋯⋯(225)

、第二十四章 扬水站⋯⋯⋯⋯⋯⋯⋯⋯⋯⋯⋯⋯⋯⋯⋯⋯⋯⋯(23 4)

第一节大中型扬水站⋯⋯⋯⋯⋯⋯⋯⋯⋯．．-⋯⋯⋯⋯⋯··(234)

第二节典型小扬水站⋯⋯⋯⋯⋯⋯⋯⋯⋯⋯⋯⋯⋯⋯⋯⋯(237)
第七篇防洪工程⋯⋯⋯⋯⋯⋯⋯⋯⋯⋯⋯⋯⋯⋯⋯⋯⋯⋯⋯⋯(239)

‘第二十五章 河道治理⋯⋯⋯⋯⋯⋯⋯⋯⋯⋯⋯一⋯⋯⋯⋯?“(239)

·第一节洋河整治⋯⋯⋯⋯⋯⋯⋯⋯⋯⋯⋯⋯⋯⋯⋯⋯⋯⋯(239)

第二节桑干河治理⋯⋯⋯_⋯⋯⋯⋯⋯⋯⋯⋯⋯⋯⋯⋯⋯(246)

第三节 小河防洪⋯⋯⋯⋯州⋯⋯⋯⋯⋯⋯⋯⋯⋯⋯⋯⋯⋯(247)

第四节城镇防洪⋯⋯⋯⋯⋯⋯⋯⋯⋯⋯⋯⋯⋯⋯⋯⋯⋯⋯(25 1)

笫二十六章 引洪淤灌⋯⋯⋯⋯⋯⋯⋯⋯⋯⋯⋯⋯⋯⋯⋯⋯⋯(2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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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洪灌工程⋯⋯⋯⋯⋯⋯⋯?⋯⋯⋯⋯⋯⋯⋯⋯⋯⋯··(25 3)

第二节农田淤灌⋯⋯⋯⋯⋯⋯⋯⋯⋯⋯⋯⋯OO O OIO⋯⋯⋯⋯(254)
第八篇 山区饮水及水电站⋯⋯⋯⋯⋯⋯⋯⋯⋯⋯⋯⋯⋯⋯⋯⋯(25 7)

第二十七章 饮、改水工程⋯⋯⋯⋯⋯0"i⋯⋯⋯⋯⋯⋯⋯⋯(257>

第一节饮水工程⋯⋯⋯⋯⋯⋯⋯⋯⋯⋯⋯⋯⋯⋯⋯⋯⋯⋯(257)
第二节改水工程⋯⋯⋯⋯⋯⋯⋯Q O O Q OI⋯⋯⋯⋯⋯⋯⋯⋯⋯(263)

第三节典型工程⋯⋯⋯⋯⋯⋯⋯⋯⋯⋯⋯⋯⋯⋯⋯⋯⋯⋯(264)
第二十八章 水电站⋯⋯⋯⋯⋯⋯⋯⋯⋯⋯⋯⋯⋯⋯⋯ee e o o oo⋯(266)

第一节建站⋯⋯⋯⋯⋯⋯⋯⋯⋯⋯⋯⋯⋯⋯⋯⋯⋯⋯⋯⋯(266)

第二节。：重点站⋯⋯⋯⋯⋯⋯⋯⋯⋯⋯⋯⋯⋯⋯⋯⋯_⋯⋯(267)

第九篇管理工作⋯⋯⋯⋯⋯⋯⋯⋯⋯⋯⋯⋯⋯⋯⋯⋯⋯⋯⋯⋯(277)

第二十九章 工程管理⋯⋯⋯⋯⋯⋯⋯⋯⋯⋯⋯⋯⋯⋯⋯⋯⋯(277)

第一节渠道管理⋯⋯⋯⋯⋯⋯⋯⋯⋯⋯⋯⋯⋯．．-⋯⋯⋯⋯(278)

第二节水库管理⋯⋯⋯⋯⋯⋯⋯⋯⋯⋯⋯⋯⋯⋯⋯⋯⋯⋯(282)

第三节水井管理⋯⋯0 O O Q O 0 O 00⋯⋯⋯⋯⋯⋯⋯⋯⋯⋯⋯⋯⋯(286)

第四节饮水工程管理⋯⋯⋯．．．⋯⋯⋯⋯⋯⋯⋯⋯⋯⋯⋯⋯(288)

第五节水电站管理⋯⋯⋯⋯⋯⋯⋯⋯⋯⋯⋯⋯⋯o o o o ol⋯⋯(289)

第六节 洋河堤防管理⋯⋯⋯⋯⋯⋯⋯⋯⋯⋯⋯O O Bi O O⋯：⋯··(290)

第三十章灌溉管理⋯⋯⋯⋯O O 0 0 0 0 00 0 Q OO⋯⋯⋯⋯⋯⋯⋯⋯⋯⋯(291)

第一节河系配水⋯⋯⋯⋯⋯0 0 B 0 0 0⋯⋯⋯⋯⋯⋯⋯⋯⋯⋯⋯(29 3)

第二节渠系配水⋯⋯⋯⋯⋯⋯⋯⋯DO O O OD⋯⋯⋯⋯⋯⋯⋯⋯(295)

笫三节蓄水灌溉⋯⋯⋯⋯⋯⋯⋯⋯⋯⋯⋯⋯⋯⋯⋯⋯⋯⋯(296)
第四节 小畦浅浇⋯o o e g,ot o o e⋯⋯⋯⋯⋯⋯⋯⋯⋯⋯⋯⋯m o oo o ee(29 7)

第五节喷灌⋯⋯⋯⋯⋯⋯⋯⋯⋯O Q O O a g([oOI⋯⋯⋯⋯⋯⋯⋯⋯(301)
第六节⋯滴灌⋯⋯⋯o de e o o o⋯⋯⋯⋯⋯⋯B O O Le qP o O(0 0“⋯⋯⋯⋯⋯·(302)

第三十一章财经管理⋯⋯⋯⋯·t 0 0 eo qO 0⋯⋯⋯⋯⋯⋯⋯⋯⋯⋯⋯(304)
笫一节建设投资⋯⋯⋯⋯DO O O O 0⋯⋯⋯⋯⋯O U O O OQ⋯⋯⋯⋯⋯(304)

第二节 投资管理⋯⋯⋯⋯⋯⋯⋯O O 0 0 0 0⋯e e e o e o o oo⋯⋯⋯⋯⋯(30 7)

第三节资金使用⋯⋯⋯⋯⋯⋯⋯a o gl qil o o⋯O g O qJl qPg 0 0db⋯⋯⋯⋯⋯(308)

第四节管理经费⋯⋯⋯⋯⋯⋯⋯⋯I O D QO O e o 0-g．O go O o o o⋯⋯⋯⋯(309)
第五节 多种经营⋯⋯⋯⋯e e e·e o e o o⋯⋯o e o O o o o o o Jo o o eo⋯⋯⋯⋯(3“)

第十篇基础工作⋯⋯“．⋯⋯⋯⋯⋯⋯m⋯i”一⋯k⋯⋯⋯“O．o o⋯⋯(327)
第三十二章勘测设计⋯⋯⋯⋯⋯“⋯⋯⋯⋯⋯⋯⋯⋯⋯．．．⋯·(327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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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科技队伍⋯⋯⋯⋯⋯⋯⋯⋯⋯⋯⋯⋯⋯⋯⋯⋯⋯⋯(327)
第二节勘测⋯⋯⋯⋯⋯⋯⋯⋯⋯⋯⋯⋯⋯⋯⋯⋯⋯⋯⋯⋯(328)

第三节‘设计⋯⋯⋯⋯i·⋯⋯⋯⋯⋯⋯⋯⋯⋯⋯⋯⋯⋯⋯⋯·(329)

第四节水利区划⋯⋯⋯⋯⋯⋯⋯⋯⋯⋯⋯⋯⋯⋯⋯⋯⋯⋯(332)

第三十三章水文工作⋯⋯⋯⋯⋯⋯⋯⋯⋯⋯⋯⋯⋯⋯⋯⋯⋯(337)
第一节建站⋯⋯⋯⋯⋯⋯⋯⋯⋯⋯⋯⋯⋯⋯⋯⋯⋯⋯⋯⋯(337)

第二节观测⋯⋯⋯⋯⋯·⋯⋯⋯⋯⋯⋯⋯⋯⋯⋯⋯⋯⋯⋯一(338)

第三节服务⋯⋯⋯⋯⋯⋯⋯⋯⋯⋯⋯⋯⋯⋯⋯⋯⋯⋯⋯⋯(339)

第三十四章科学试验⋯⋯⋯⋯⋯⋯⋯⋯⋯⋯⋯⋯⋯⋯⋯⋯⋯(340)
． 第一节水土保持试验⋯⋯⋯⋯⋯⋯⋯⋯⋯⋯⋯⋯⋯⋯⋯⋯(340)

第二节灌溉试验⋯⋯⋯⋯⋯⋯⋯⋯⋯⋯⋯⋯⋯⋯⋯⋯⋯⋯(345)

第三节治碱试验⋯⋯⋯⋯⋯⋯⋯⋯⋯⋯⋯⋯⋯⋯⋯⋯⋯⋯(346)
第四节 获奖科技项目⋯⋯⋯⋯⋯⋯⋯⋯⋯⋯⋯⋯⋯⋯⋯⋯(348)

第十一篇机构、人物，艺文⋯⋯⋯⋯⋯⋯⋯⋯⋯⋯⋯⋯⋯⋯⋯(351)

第三十五章水政机构⋯⋯⋯⋯⋯⋯⋯⋯⋯⋯⋯⋯⋯⋯⋯⋯⋯(35 1)

第一节地区机构⋯⋯⋯⋯⋯⋯⋯⋯⋯⋯⋯⋯⋯⋯⋯⋯⋯⋯(35 I)

第二节各县机构⋯⋯⋯⋯⋯⋯⋯⋯⋯⋯⋯．．．⋯⋯⋯⋯⋯⋯(357)

第三节 区乡机构⋯⋯-⋯⋯⋯⋯⋯⋯⋯⋯⋯⋯⋯⋯⋯⋯⋯(359)
第三十六章 治水人物⋯⋯⋯⋯⋯⋯⋯⋯⋯⋯⋯⋯⋯⋯⋯⋯⋯(361)

第一节 建国前治水人物⋯⋯⋯⋯⋯⋯⋯⋯⋯⋯⋯⋯⋯⋯⋯(361)
第二节 建国后治水人物简介⋯⋯⋯⋯⋯⋯⋯⋯⋯⋯⋯⋯⋯(36 1)
第三节 荣誉证书人名录⋯⋯⋯⋯⋯⋯⋯⋯⋯⋯⋯⋯⋯⋯⋯(364)

第四节援外、援藏治水人物⋯⋯⋯⋯0 0 0 o ol o o o⋯⋯⋯⋯⋯⋯(367)

第三十七章艺文⋯⋯⋯⋯⋯⋯⋯⋯⋯⋯⋯⋯⋯⋯⋯⋯⋯⋯⋯(368)

第一节。诗歌．．⋯⋯⋯⋯⋯⋯⋯⋯⋯⋯⋯⋯⋯⋯⋯⋯⋯⋯⋯．(368)

第二节，，散文⋯⋯⋯⋯⋯⋯⋯⋯⋯⋯⋯⋯⋯⋯⋯⋯⋯⋯⋯⋯(38 3)

第三节-，民谣、一传说⋯⋯⋯⋯⋯⋯⋯⋯⋯⋯⋯⋯⋯⋯⋯⋯⋯(394)
大事纪⋯⋯⋯⋯⋯⋯⋯⋯⋯⋯⋯⋯⋯⋯⋯⋯⋯⋯⋯⋯⋯⋯⋯⋯⋯(399)

附 录⋯⋯⋯⋯⋯⋯⋯⋯⋯⋯⋯⋯⋯⋯⋯⋯⋯⋯⋯⋯⋯⋯⋯⋯⋯(427)

一、支唐抗震⋯⋯⋯⋯⋯⋯⋯⋯⋯⋯⋯⋯⋯⋯⋯⋯⋯⋯⋯⋯(427)

二、渠道考⋯⋯⋯⋯⋯⋯⋯⋯⋯⋯⋯⋯⋯⋯⋯⋯⋯⋯⋯⋯⋯(428)
三、张家口专区l9|58至1960--年水利建设总结(摘要)⋯⋯(431)
四、张家口专区19 61年水利工作总结(经验教训部分摘要)⋯(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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