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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辨证地记述了碧流河水库十年事业发展史，力

求思想性、真实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一。

二、本志上限自1996年，下限至2005年，少数内容根据需要或上

溯或后延。

三、本志称谓，首次出现用全称，以后出现用简称。涉及行政区

划、地点、机构名称，均以事件发生时的称谓记述。

四、本志引用的统计数字、人物、事件涉及的时间和资料原源，由

水管局各单位(处室)和档案室及有关人员提供并经部门和局领导审

核校正。

五、本志以章、节、条、目的结构层次，采用记、述、志、图、表、录、

照片诸体并用，以志为主的体裁。文体采用记述体，力求文字简洁、

准确、质朴。

六、本志所用计量单位、符号、时间、数字等，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通用语言文字法》和《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出版物上数字用

法规定》及《大连市第二届地方志编纂读本》等有关规定书写。

七、本志所用高程基准面为黄海海面。

八、本志采用公元纪年。



序

2006年是碧流河水库接管二十周年，在全局职工向着实现水库现代化奋勇 ．4

前进之时，《碧流河水库志》(1996。2005)付梓出版了。这部志书经全体修志人

员集思广益，设计篇目，广征核准，收集资料，伏案疾书，精心写作，辛勤耕耘，熔

铸成书。诚为碧水人一大盛事。这部专业志书的出版问世，为全局职工做了一

件很有意义的工作，给水库职工增添了新的精神食粮，同时也为史坛志林增添

了一朵绚丽的奇葩，可喜可贺，这里我代表局党委和全局职工，对全体编纂人员

表示衷心的祝贺和诚挚的感谢!
’。

盛世修志，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一项系统的文化工程，也是

藉古鉴今、惠及子孙的千秋大业。《碧流河水库志》能站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

文化前进方向的高度，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改革开放统揽全局，横

分门类，纵写历史，以现代化管理为主线，以“国家一级水管单位”和“国家水利

风景区”为靓点，详尽、准确、系统地记述了十年来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行政管

理、工程建设与管理、水情调度与防汛度汛、水质监测与水资源保护、信息化建

设、水利经济、党的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等主要内容。’十年来的风风雨雨，十年

来的绚丽画卷跃然纸上。

水是生命之源，是国民经济的命脉。碧流河水库是一座国家大Ⅱ型水利枢

纽工程，它的建设与发展，与大连270万城市人民的生存息息相关，为大连市的

改革开放，建设东北亚重要国际城市提供了良好、强有力的水源保障。保护好、

利用好这一滴千金的一库净水，是水库管理者的神圣使命。

十年间，在大连市水务局的领导下，水库管理局领导班子率领全局职工践

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按照“一流水源，一流管理，一流服务，一流效益”的目

标，团结拼搏，开拓创新，艰苦奋斗，圆满解决了建库时留下的诸多遗留问题，水

库现代化管理迈出了可喜的一大步。2002年，碧流河水库大坝被水利部专家组

评定为一类坝，安全性为A级。．
’

碧流河水库为大连市人民、工农业生产和城市建设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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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向大连城市供水22．38亿立方米。农业灌溉用水4．03亿立方米。1996—

2005年，入库水量是“一丰五平四枯”。特别是2001年在连续三年干旱，水库水

位降到48．10米、接近47．0米死水位，库容量仅存8235万立方米的特殊情况，大

连市党政领导着急，城市人民着急。水库管理者想大连人民之所想，急大连人

民之所急，采取工程措施和非常规技术措施，进行补偿调节供水5091万立方米，

历经三个月的超低水位引水成功，使大连人度过特殊干旱岁月。2005年，水库

管理局获得了辽宁省“十五”水利工程运行与管理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十年来，碧流河水库枢纽工程管理逐步走向现代化，中国——加拿大合作

项目“碧流河水库大坝安全监测自动化系统”的启动、“水情遥测系统”的改造、

“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研究运用”的实施和信息化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标志着碧

流河水库现代化管理上了一个新台阶。

碧流河水库的水，清澈透明，青山碧绿。由于管理者注重水质监测保护，碧

流河水库水质始终保持在国家地表水Ⅱ类标准，水资源质量为一级。十年来在

大连市政府和大连市水务局支持下，加强了库区周边乡镇水土保持工程，小流

域治理、植树造林封山育林成效显著。水库流域植被率达65％以上。水库坝前

区、办公区和生活区植树种花种草，环境优美。碧流河水库正朝着人与自然和

谐的生态型花园式水库的方向发展。
‘

随着水库建设与管理现代化的发展，碧水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碧流河

水库管理局被授予省、市“文明单位”和“先进党委”。十年来，水库职工收入不

断提高，生活水平不断改善，一个文明和谐、平安稳定的新型水管单位正在兴

起。

亦著亦述千秋业，以政以化万世功。《碧流河水库志》，体例规范，结构严

谨，资料翔实，语言精练，突出水库发展的特点，给各级领导提供了一份详细的

库情咨询，使我们从中知情求本、运谋图治，激发认识水库、加强管理的热情，是

一部可读、可信、可鉴、可存的志书。

修志是一项创新性工作，资料缺漏、观点偏颇在所难免，恳请谅解。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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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痂李
2006年lO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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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城市的血脉，是生命的源泉。碧流河水库是大连市的主水

源地，是滨城社会经济发展的宝贵资源支撑，为大连市的经济发展和

城镇居民生活做出了重要贡献。水库虽远在偏僻山区，但始终在大

连市委、市政府的呵护下成长，在全市人民的关爱下前进，在大连市

水务局的正确领导下发展。水库广大职工继承传统、开拓创新，以

“一流水源、一流管理、一流效益、一流服务"为奋斗目标，以服务大

连、造福大连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为本和科学发

展观，抢抓机遇，迎接挑战，克服困难，加速发展，使水库的运行管理

不断迈上新台阶。水库管理局先后获得大连市先进单位、文明单位、

辽宁省文明单位、国家一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荣誉称号，水库管理局

党委被授予大连市先进党委，碧流河水库被水利部授予国家水利风

景区。续编《碧流河水库志》(1996～2005)，见证了水库十年来的发展

与变化。 一

一、加强水情研究，实施科学调度，确保城市供水和度汛安全

管好、用好有限的淡水资源，是各级领导及全市人民的殷切期

望，更是水库职工一直努力的主攻方向。十年来，水库职工始终牢记

职责，不辱使命，紧紧围绕水字做文章，认真研究水情和工情，最大限

度地多蓄水、多供水、供好水，努力实现兴利除害的最大化o

1．不断优化供水调度方案，努力提高城市供水保证率

通过对历史资料和中长期气象信息的科学分析，不断修改完善

年度《兴利调节方案》和《控制运用计划》，保证有限淡水资源的合理

配置。针对超低水位供水的实际情况，利用非常规技术手段和实施

旁通管应急供水工程等多项措施，保证了城市供水需求，2001年和

2004年，通过旁通管供水1．03亿立方米。加强供水工程的维修保

养，使其始终保持良好状态。针对大连地区淡水资源严重匮乏的实

际，想方设法多蓄水o 2001年7月，碧流河水库开始《汛限水位动态

控制》课题研究，2005年，在防御“麦莎"风暴过程中在东北地区率先

实施《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多蓄水5400万立方米，相当于200万人口
， 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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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一年的基本生活用水，为缓解城市用水供需矛盾做出重要贡献，

得到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高度赞扬。

2．未雨绸缪，积极做好防汛度汛工作

根据水库蓄水情况和天气预报，不断修改完善年度《度汛方案》、

《抢险预案》、《联防工作意见》，进一步增强防汛工作的预见性和科学

性；成立防汛组织，组建预备役调整连；召开联防工作会议，制定防汛

责任制，加强落实防汛措施的检查督促；新建防汛物资库，备足防汛

物资，配有三套闸门启闭设备、四套电源、四套通讯设施。从思想上、

组织上、技术上、物资上保证防汛措施落实到位。 ，

。

二、加强水源水质保护，努力提供优质水

重视抓好水质监测队伍建设和监测设备的配置o 1996年，水质

监测站通过国家技术监督局的计量认证考核。2003年10月，设立碧

流河水库水质监测中心，增加投资，加强技术力量，使监测设备和监

测技术达到省地级监测中心标准。合理设置水质采样点位、采样断

面，重大节日和非常时期增加测次，及时给上级提供准确信息。在

2001年超低水位供水和2003年防治“非典”时期，水库实施封闭管

理，保证水源水质安全，保证大连人民喝上安全放心水。有计划分步

骤地实施小流域治理、封山育林、生态搬迁，坝址以上流域绿化覆盖

率达65％以上。搞好污染源调查，及时提出整治意见，有效保护库区

生态环境。，’

。 三、全面启动新一轮维修养护，确保枢纽工程安全运行

加强枢纽工程的维修养护，是水库管理的重要职责。水库交付

使用近二十年，工程设施陈旧、设备老化的问题日益凸显。十年来，

水库全面启动新一轮维修养护，确保枢纽工程安全运行o 2002年，水

库大坝通过水利部专家组鉴定，鉴定结果是大坝为一类坝，工程安全

性定为A级，符合设计要求，可以按设计要求蓄、供水。这既是对大

坝运行状况的安全鉴定，也是对水库管理局维修养护工作的充分肯
七j
^匕o

1．抓紧工程配套建设

采取自筹、借贷和争取专项资金等方式，加大工程配套建设的资

金投入，完成主坝坝面改造和坝上右岸护坡，铺设双荷沥青公路、修

筑二副坝抢险公路，解除了抗洪抢险的一大隐患；组织实施坝下游河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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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疏浚、护岸工程，将防洪标准由二十年一遇提高到五十年一遇；完

成启闭机工作连廊、廊道通风、排水和大坝观测设施避雷工程建设，

提高大坝设施设备的完好率o． r

‘

2．重视设备更新和升级改造

，完成枢纽工程治安监控系统建设，重点部位实现自动监控；完成

中国一加拿大合作项目《大坝安全监测自动化系统》和《大坝变形监

测系统》改造，水库大坝自动化监测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完成闸门启

，闭系统改造，实现闸门启闭自动化；多次对水情遥测系统进行布局调

’整和升级改造，实现水情遥测自动化；对电站机组进行三次改造，安

装监测系统，实现发电管理运行和监控自动化o
． 3．加强工程质量管理

在设计方案的选定、施工队伍的选用、设备材料的选型上，坚持

高标准、高起点。重大维修工程全部实行招投标制、法人制、监理制，

有效保证工程质量o

四、坚持深化改革，为水库长远发展注入活力

，1．优化机构岗位设置，合理配置人力资源

1999年，水库顺利完成机构改革。中层单位由原来的21个减为

，18个，机关工作人员由193人减为74人。2003年，根据水库发展需

要，在原电讯中心的基础上组建信息中心，在水质监测站的基础上组

建水质监测中心。公安派出所被大连市公安局经文保分局正式收

编，其职能不变。在岗位设置方面，按照职能分解，因事设岗，符合科

学精干要求o ．

2．引进竞争激励机制，实现优胜劣汰

全员实行合同制；中层干部全部实行“双向选择、竞聘上岗”，真

正实现了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打破干部终身制，使干部能上能下

变成了现实；将所有临时工从长年工作岗位上清退下来；生产单位全

部实行承包经营；机关“五费"实行包干制，节奖超罚。
．’ 3．改革分配制度，职工收人逐步提高 ，

一 实行按岗定薪，易岗易薪，打破了吃大锅饭和论资排辈的传统分

配方式，建立以岗位工资为主体的分配制度。自1999年工资制度改

革以来，水库认真落实有关政策规定，通过建立防汛补贴、出勤补贴、

住房补贴，套改新的工资标准，增加工龄工资，逐年增加效益工资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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