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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乾安县水利志》记述了1949年到1985年三十六年来水利事业发展史．o全

志书包括：概述、自然地理、旱涝灾害、打井抗旱，工程建设，技术革新：机

构沿革，大事记等八篇，共十九章，五十八节，附录九个约12万字，是一部结

构合理、内容丰富、特点突出的专业志书。

乾安县历史较短，解放前没有什么水利工程设施，完全是靠天吃饭，凭地

打粮，遇有旱涝灾害毫无办法，只有望天兴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县人民在抗旱、治涝和兴利除害上进行了艰苦的

斗争，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水利工程体系，大大的增强

了抗御自然灾害能力，达到了无雨能种地，大雨不成灾，改变了昔日面貌。

志书编写宗旨是：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人民群众掌握了解我县水利事业

发展情况，为水利科学技术研究提供参考资料，为今后水利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和现实依据。志书重点记叙了各项水利工程的建设与发展和人民群众抗灾斗争

的成就与问题，经验与教训。力求反映水利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达到为水

利建设服务之目的。 ．

《乾安县水利志》在编写过程中，注意了广泛搜集资料，听取了在水利战

线工作多年老同志意见。在语言运用上，尽力做到朴实无华，在水利技术术语

上，也做了一些处理，即具有一般志书的格局，又体现了专业志书的特点。但

也存在不足之处，特别是在历史资料挖掘上没有满足需要，按照略古详今的要

求，不影响这部专业志书的使用价值。

乾安县水利局局长张革非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凡 例

一，《乾安县水利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历史

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编纂的水利专业志书，是县志的组成部分。重

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水利建设伟大成就和现状。

二，本志书取事上限自建县(1926)开始，下限至1985年。

三．本志正文共分八篇，十九章，五十八节，约十二万字，随文配有必要

的图、表．照片和附录。
●■

四、本志引用资料，建国之前取自旧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主要

来自县档案馆，统计局和水利局。

五，历史记年在民国以前，按当时习惯用法，并在括号中注明公元年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涉及的地名，机构名称，一律采用岁时的名称，如：县政府，县

人民委员会、县革命委员会，让字公社，让字乡等。在括号中注明今名。

七、本志中涉及的度、量、衡一律采用国家统一规定的计量单位，如：平

方公里、亩，公斤、吨等。
●

八，凡本志正文中无法编入的内容，收入附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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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内交通以公路运输为主，乾前、乾通公路横跨全县东西，乾长，乾水公

路贯穿全境南北。乡镇之间形成公路运输网络。通让铁路从境内穿过，为繁荣

城乡经济和人民生活起到了动脉作用。乾安油田，正在开采，运输石油的汽车日

夜穿梭，工业生产迅速发展，大布苏化工厂生产的氯化钠、碳酸纳、碳酸氢纳

运往全国各地；乾安化工厂生产的糠醛远销外国，农作物一年一熟，种植结构

粮经比例为6．5比3．5。粮食作物有玉米、高梁、’大豆、谷子，糜子等，以玉

米为主。经济作物有甜菜、向日葵、蓖麻等，以甜菜为主，还有瓜果蔬菜等。

畜牧业生产以养马，牛，羊为主，家禽饲养遍布全县村屯，主要饲养生猪，鸡，

鸭．鹅。

全县属中温带季风气候，多风少雨，温差大，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多大风，

夏季酷热雨集中，秋季少雨温差大，冬季少雪又寒冷。风沙干旱是气候上的一

个突出特点。十年九旱，年年春旱，是农业生产长期斗争摸索出来的基本规律。

根据气候资料，29年平均降水量为404．5毫米，而水面蒸发量却在l 800毫米

以上。年内月份降水量分配不均，春季4至5月份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10．7％，

夏季6—9月份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83．8％。常年多大风，年平均8级以上

大风为24．8次。风向多为西南风，春风大，春雨少，蒸发量大，是乾安严重干

旱的主要原因。

境内无江河，但有73个含盐碱量高的泡沼，不能利用灌溉农田，因此，地

· 1 ·

一



表水相当贫乏。地下水资源却比较丰富，蕴藏量在43亿立方米以上，开发利用

地下水资源是发展乾安农田水利建设的主要途径。全县均属微碱性土地，土质

瘠薄；喜肥喜水。因此，如何开发利用地下水是乾安县水利建设面临的重大课 j

题。 ·，

i

乾安县建治很晚，清朝以前是游牧地区，清初为郭尔罗斯前旗领地，清廷

对蒙古王公领地实行封禁政策，只许游牧和少量耕作，不许招垦和留民人入境。

乾隆56年(1791年)，郭尔罗斯前旗扎萨克恭格拉布坦正式向朝廷奏请开禁，

朝廷同意“令民人耕种"纳租。光绪末年(1908年)置照磨!隶肩洮南府。民

国初年(1911年)为突泉设治委员管辖，后因山东移民迁垦渐增。民国13年

(1924年)12月在本县境内设蒙荒局招垦。民国15年(1926年)4月，一．吉林省

署与郭尔罗斯前旗扎萨克议定，勘放旗西部蒙荒，成立乾安设治局。民国18年

(1929年)乾安设治局直隶吉林省。伪大同2年(t933年)乾安设治局升为乾

安县。乾安县水利建设历史较短，自有耕地以来，人们就开始打土井，堪头

井，木檄井供人畜饮用，此为乾安水利事业之始。直至1J1948年乾安县仍无什么．’

水利工程，抗御不了自然灾害的侵袭，人民群众只有靠天吃饭，凭地打粮“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开展了大

规模的水利建设，三十六年来，广大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天斗地，．

大上农田水利，打井上电，修渠浇田，挖渠排水，防洪治涝，大上防病改水工

程，保护农田和草原，取得了重大成果，水利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抗御水旱灾

害能力得到不断改善和提高，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改善人民的饮水条件起，

到了重大作用。 ．

据统计1949年至1985年三十六年间，国家水利总投资达1 212万元，建成

了大批水利工程。其中，修筑水库、塘坝21座，养鱼池36处，治涝工程2处；

打成机电井1 949眼，其中农田井1 697眼，人畜饮水和防病改水井199眼，

牧业井53眼；农田水利建设已初具规模j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三十六年，水利建设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

1949年至1J1960年是水利建设初级阶段，是摸索经验打基础的时期。在这十

一年中，虽然发生了“一化三改"、“大跃进"等重大事件，但水利建设还是，

处于低水平的，水利工程单一、主要是打井．‘开凿的农田井，饮水井都是土井，

塔头井、木檄井，因井浅水少，抗旱的作用不大，有的甚至大旱井干，很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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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粮食产量提高不大，全县粮食总产量只有6 000万公斤，每亩只产粮食45

公斤。 。

1960年至1976年是水利建设大上时期，这十六年，国家水利投资总额达

46 3．62万元，，是前十一年的30倍。在这一历史时期中，进一步明确了抗旱

是全县水利建设的重点，打井抗旱是主要手段，特别是解决春旱问题，因此，围绕

打井的问题，作了大量的文章，曾采用山东省吊锥钻及河南省56吊弓钻打井，

成井慢，质量差，出水量少，井的使用年限短，仍解决不了农业生产需要。中

共乾安县委，县政府下决心走自己的路子，抽调人力，研制自己的钻井工具，

经过反复试制，成功的制出乾安人工打井钻机“606"和“607力，，这种工具

打井进度快卜成井质量和工效都有很大提高。井管采用水泥煤灰碴材料，提高．

了成井率；延长了井的使用寿命，广大人民群众怀着战天斗地的劳动热情，展

开了全县群众性的打井运动，社社有井队，男女齐参战，不管风雨严寒，日夜

奋战在田间，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丰硕果实，打出一眼眼水井浇灌农田。为了进一

步提高井的质量，。研制成钢筋混凝土井管，抗冲刷，耐腐蚀，承压力强，为打

好井多打井奠定了基础。1966年开始使用反循环钻机打井，打井速度快，质量

好，当年三台钻机开孔20眼。成井17眼，，成井率为85％。由此，培养出一支水

利专业队伍，成井工艺不断提高。由于这个时期，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给

水利事业造成了极为严重破坏，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砸烂，建设上不按程序

办事，管理上没有规章制度，水利工程设施被破坏，电杆被割、电线被掐，井

房被扒，井管被挖，机电井设备毁坏丢失严重，效益得不到发挥，1972年以后

情况好转，成立了水电局，各项水利建设和管理规章制度得到了恢复，：又增加

了钻机和人员，全县出现了打井修渠抗旱夺丰收的新形势。j11J1976年全县共有

机电井1 396眼，农田灌溉面积12万亩，坐水种面积52．9万亩，全县粮食产量

36 500吨，平均亩产76．5公斤，也是在这个时期，全县又修了水库塘坝11座，

大型治涝工程两处，全县水利工程有了新的发展。

1977年至1985年是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时期。国家水利工作方针

发生了改变。这时全县拥有钻井设备较齐全，有一支钻井技术较强的专业施工

队伍，全县共打出机电井1 949眼。在管理上由原来的只知使用无人管理的状

态，发展到三种井灌责任制，1981年又发展到五种井灌责任制，随着农村联产

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从1982年开始，水利工程管理体系发生了深刻变革，为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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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势，机电井实行了养井田和固定工资形式的承包责任

制，使机电井管理，使用、效益逐年提高，1984年全县共建立承包责任制井

1 263眼。1985年建立1 300眼。全县粮食产量和农田灌溉效益成正比上升。。

1982年灌溉面积122 580亩，．坐水种671 395亩，粮食总产7．03万吨；1983年

灌溉面积12 905亩，坐水种745 395亩，粮食产量16万吨；1984年灌溉面积12

万亩，坐水种866 205亩，全县粮食总产16．3万吨；1985年灌溉面积88 200亩，

坐水种681 105亩，粮食总产18万吨，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由1965年的I 995亩

增加到1985年的88 200亩；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6．19万吨，增加]!I]1985年的18

万吨；全县人均收入水平已达535元，人民生活都有较大提高，由于农田水利

·事业的发展，增强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善了生产条件，农业生产增添了

后劲。这里固然有政策的威力，农机、化肥、药剂的增产因素，但水利工程效

益的充分发挥，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原因。在乾安县明显看出，水利效益面积

大小是左右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所以乾安称为“水利不兴，农业不稳”，没

有机电井就没有农业丰收。， ．

。乾安县是吉林省西部严重缺水和氟中毒重点县份。全县人畜饮水有困难的

就有59个自然屯，占全县总屯数的48．9％；缺水牲畜16万头，占全县总牲畜的

60％。全县氟中毒普遍，重病区91个，中病区91个，轻病区70个，分布在252

个自然屯，占全县总屯数的86％。病区人口176 45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77％。

乾安县防病改水工作经历了三个阶段。1967年至I]1972年是打手压井阶段。

这种铁管井，井管细，冬天冻，根本解决不了病区广大人民的防氟问题，几年

后就相继报废。1973年至1978年为打防病农田结合井阶段，采用水泥管，实行

专车送水，但与农事争人力畜力，报酬不合理，管理措施不完善，送水断断续

续，没能彻底解决病区供水问题，1979年开始，病区在解决水源工程的基础上，

同时解决供水工程，埋设管路，建井房，家家户户安装自来水，供水有水塔，

机泵直供两种形式。从1984年中央四部(水利部，卫生部、地质矿产部、财政

‘-部)文件下发后，防病改水的水源工程和供水工程，由水利部门一条龙来抓，

这项工作进行的比较顺利，当年就打29眼防病井，安装29处自来水，．做到了建

一处，成一处、效益一处，没有半截子工程。至i]1985年末，全县共建防病井199

眼，安装自来水114处，其中：自来水塔10处，压力罐18处，机泵直供86处。

全县已解决7万多口人和9．8万头牲畜饮水问题。吃自来水人数占病区人I：I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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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在这二十个年头里，防病改水工作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有成功、

有失败，有经验也有教训。为人民解决痛苦，涌现出许多感人的事迹，有的献

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造成残废，乾安人民永远怀念他们，他们的功绩将世代

铭刻在病区人民的心中。

“乾前引松团结渠”，渠首从查干泡开始，引入花傲泡，全铴5．3公里，
平均挖深6．8米，总土方量979万立方米。可引入水量2．9亿立方米，水面面

积可达92．8平方公里，这项工程从1976年9月1日开始施工，打了三个战役，

共用时间90天，N1977年12月共用20 1 15万个工‘日，。车工16．59万个台日，共

花460万元资金，完成土方575万立方米，占总工程量的58．76％。在施工中

整个干渠人山人海，彩旗飘扬，炮声隆隆车拉肩挑，干部群众、工农学商、共

同战斗，誓引松江滚滚来，百里长渠，初见轮廓。但因工程量大，超过群众负

担能力，国家又不给扶持，终因资金不足而停工。

乾安县的农田水利事业是在抗灾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从三十六年间的旱涝

灾害和抗灾斗争可以看出乾安的特点与灾害规律。涝灾受灾面积大于三十万亩

的没有，受灾面积大于三千亩的涝灾出现一年，．为三十六年一遇。旱灾大于三

十万亩的出现15年，受灾面积大于三千亩的七年，小于三千亩的九年，三十六

年间发生旱灾31年，十年九遇，尤以春旱为重。随着抗灾斗争逐年深入开展，

群众抗灾办法逐年增多，抗灾经验也逐年丰富，水利条件也得到了逐年改善，

粮食产量也逐年稳定增长i经过了一个从不认识到认识，没有经验到经验丰富

的过程。现在乾安人民把坐水种当成种地播种中不可缺少的程序，农业增产中

不可缺少的措施，已变成了群众的自觉行动j没有机电井就没有农业的丰收，

已经成为群众公认的真理，机电井在抗灾治病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显示出明

显的效果。

乾安县是白城地区一个重要的农业县，风沙干旱严重，水利工程不多，今

后需要继续上一批水利工程，尤其要大上机电井，充分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

要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每150亩耕地一眼机电井，这样，农业便可稳产高

产；乾安与前郭、长岭两县的交界地带属于松辽闭流区，在这些地方要着重治

理内涝；乾安县是吉林省氟病最严重的地区，防病改水的任务仍很繁重，防病

改水应成为今后水利建设的重点之一。乾安县还是一个半农半牧县份，发展畜

牧业有着良好的条件，牧业水利也应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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