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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文官杜振宜’，率众治理西河，名垂史册；著

首重水规，利及后代；周树清植树护堤，防风

牛载坤首引水车j汲水灌田，青史留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党政领导无不重视水利建设，并为

之呕心沥血。唐德寿领修红崖山水库，开凿跃进总干渠?造福子

孙，有口皆碑。诸后来者，挖池、打井．、衬渠，开展农田水利基

本建设，推行节水灌溉，奔波外流域调水，‘皆倾其全力操劳。”，

水足粮丰。’蓬勃发展的水利事业，使昔日干旱严重，风沙肆

虐，，缺衣少食，民不聊生，千疮百孔的旧民勤，变成了今天人民

生活富裕，百业兴旺，．已初具规模的粮、油、糖、瓜以及畜产品

商品基地。
’|

总结民勤人民治水的历史经验j编修民勤有史以来的第一部

水利志，无疑会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民勤县县情，鼓舞斗志，继

往开来。

这部水利志，资料翔实，文笔流畅，体例得当，实事求是地

记录了民勤人民治水的可歌可泣的业绩。但难免有许多不能尽如

人愿之处。其中缺憾，望读者不吝指正，使其日臻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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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志为民勤县水利专志，是有史以来首次纂写，7故上限

不作统_规定，下限断至1989年。个别章节为情节完整，有适当

：延长。‘大事记下限断至1992年。：
j

二、本志取章节体，全志分lO章，章下设节，大事记放在卷

首。
‘ ．．’

、、、

●

j

三、本志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主要来自民勤县

文化馆、县志办、县博物馆，凡旧志史料记载不一的÷择善而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主要来自武威地区档案馆‘民勤县

档案馆、以及县水利局，统计局j气象局、和甘肃省水文总站与

调查访问等。数字以民勤县统计局、水利局资料为准·

四、简明注释，采用文内加注；复杂注释采用脚注于文后。

五、1949年以前，以朝代、‘冒号纪年，括号内注公元年号，旧 ．·‘

7‘．纪年用中文书写，公元纪年用阿拉伯字码。 o
j ’，

六‘本志中第一次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用全称，以后

简称“建国前力，“建国后力· ：‘J。

七、．本志凡简称“党"，均指中国共产党，“县委力、“地委一。

．，．‘‘省委’’均指中国共产党所在地组织。 一 ：一
’。

八、本志凡简称“省力、“地区"、“县”，均指甘肃省，武威地
‘

‘区，民勤县。如省水利厅，县政府等。’

九、各个历史时期的行政划区及地域名称均沿用旧名，．如 ’．

●

。

·1 ·



“人委"、“公社”、“大队’’等。 ．

十、本志收录的古碑文等，一般采用简化字，个别不常用的

字，为保持文字原貌，保留原字样，加注标点，以便阅读。‘

十一、称谓，历代职官，’机构名称，均用当时的历史名称。当

代机构；首次出现时写全称，以后书写简称。．

．十二、计量单位，历史资料尊遵旧制，当代资料均按法定计

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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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由于占有资料有限，记录简疏。建国后为避免重复，凡’、
在正文内已有记述的一般不编入二． ，·

．

’
●●

’

一·

r) ，

． ．△明嘉靖六年‘(1527年)，。夏六月，大雨雹，杀伤二十余人。
+_‘

．·

一 J一 (《甘肃各县自然灾害表》)
’

。j

√‘。· 1 。‘j ．，?n一。j
．’

． ＼
’

，

· !△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春，·银定，宾兔、矮木素、班，

记喇嘛合土卖火力赤等由黑水河入，副总兵官惟贤及西路副将陈．’
--洪范大破土，斩首八十余级。“‘。， 一’ ’j +．’

．一 ．．一。 ；． ，．(《明史》卷二百七_《官惟贤传》) ，
、

’‘
’

、

}．． 7：．． ，． ，j

‘

。． i，’ △清康熙六年(1667年)，。白亭海水尽涸。

△康熙三十九年

(《甘肃灾异札记》)
●

●，

白亭海水潮丈余，井水泛溢。
J

⋯’-+(：《甘肃灾异札记》)
● ●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本县农民与武威高沟堡农民为洪

水河荒地发生争执，凉州府饬令武威农民不得抢耕镇地。，
、，

· (《五凉志》仁集《镇番县志》)
_』

t ．

，△雍正五年(1727年)，武威县金羊下坝农民谋于石羊河东岸

筑坝开渠，镇民诉控于凉府，府宪批复：石羊河为镇番水河，金

·1◆



羊下坝民人不得侵夺。
。 。

(《五凉志》仁集《镇番县志》)

△雍正十二年(1734年)，部堂蒋题准柳林湖屯垦，浚五渠，

划地二千四百九十八顷五十亩，以千字文编号，东渠地三十八号，

西渠地四十二号，中渠地四十四号，外西渠、红沙梁、红柳园共

地二十七号，共编一百三十三号。每号二十户或十余户，每户地

一顷。 ．h

‘

一，

(《五凉志》‘仁集《镇番县志》)

△乾隆十四年(1749年)，县令江鲲于蔡旗堡导民疏渠j以兴

水利。

(《镇番县志》)
，

，△嘉庆十一年(1806年)，县令齐正训率民工七百人，沿河植
树，共植树五百多株，柳条一万三千多株。·并捐俸三百余金，发

当营息，永为修河之资。

．

’

(《镇番县志》)

△咸丰元年(1851年)，大河水潮，堤坝崩溃，水归无用，民

不聊生。县令李燕林集绅勘察，议开新河，以避山南之冲。。
‘

(《镇番县志》)

△同治七年(1868年)，大河自黑山堡溃崩，洪水泛滥，淹没

田地数十顷，县令黄昶亲往勘视，令四坝三渠补给黑山堡农民地

基钱四百千。
●

，(续修镇番县志》)

·2·



●

●

△光绪六年(1880年)，凉、镇人民为白塔河水利诉诸府宪，
． ．、

府批：凉人将所筑草坝拆除，其沟I=1只准一丈五尺，不准盘沙堵

水。+‘
·

J_。

，．’

(《续修镇番县志》)
．

、

‘．△民国四年(1915年)，自秋始，庀材鸠工，创建西河，至十

月工竣。共修河堤六十余里，堤高三丈。
‘ 。

(《续修镇番县志》)
●

一

△民国五年(1916年)，春末，知事周树清率民夫八百余人，

于西河堤植树共二万四千余株。．

． ，(《遗事』．民国》l

△民国十七年(1928年)，本年夏秋无雨，禾稼颗粒未收，东

北二区收收不过三、四成，人民惶恐。⋯⋯中渠及县城灾民三千

九百五十人I西渠三千六百五十二人，南区二千五百六十三人，合

计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人。灾民衣食俱无，老弱幼小乞讨流浪，妇

人孺子日以糠秕草根为食。服毒悬梁自尽者，时有所闻。惨若情

况，不堪卒闻。 ●
●

●

(《甘肃省镇番县民国十七年灾情一览表》)

△民国廿三年(1934年)，八月，天祸环邑，洪水为灾，城市

田园，沦为泽国，灾区达三百里之广，灾民达四千余众。
． (省档《民勤商会档案》71卷)

●

●

● ·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本年，县属滴雨未落，暴风日日，

所有夏禾均被风吹干，‘秋禾亦被旱酿成荒灾。’

(民国三十一年八月十二日《民国日报》第三版)
’

．

’

·3·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县长姚佑生召开全县水利会议，‘

博稽文例，手草水规百条，刊布全县。

(《民勤县水利规则·序》) ．

● ●●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自春至夏，异常亢旱，加以狂风·

时吹，飞沙走石，禾心弥尘，被烈日摧残殆尽，苗叶半枯?为害

虫咀嚼几遍。四野愁惨，三农失望，扶老携幼，相率他往。

(民国三十四年七月十二日

《民勤县临时参议代电》民参午第152号) --

●

，

●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旱灾，东镇雨顺等地全部田野地

滴水未浇，‘变成名副其实的荒区。．‘
‘

’

’(1956年民勤县人民委员会

． 《民勤县关于水利规划的几点意见》) ，’．

’ 一

。

●
●

△1949年12月5日一7日，民勤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第一次会议在县城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减租减息，合区 ．

并乡，发展教育，兴修水利，造林防沙等决议。

△1951年，甘肃省水利局给民勤贷放解放式水车65部，用于

发展井灌。
’ -

’

●

+△1952年，天雨连绵，。全县发生大面积小麦锈病，受灾面积

18．2￡i万亩，减产2．8成。 ．

．

一
．

+_

／k 1 954年，民勤县副县长姜维玉主持将原借外河上段行水的

四坝(含五、六、三坝)纳入内河，从小坝口分水，东北直至园
．4．

。

．

。’



墩湖小山南建闸分水二

．△1955年，原三案渠(大滩、北新沟、．红沙梁)避

及老爷庙西侧沙窝，穿红沙堡直线至红．沙蠲岔坪开一
三案渠，全长约40公里·

●

●

／k1956年：原六坝乡(今东坝镇)主持改建狼洞沟

凝土分水闸； ’．
’，’

● ．

． ，
●

。同年，县委组织三雷、大坝、新河、羊路、更名、田斌、重

兴、蔡旗等8个乡的约2000名青年到昌宁开荒种地j当年丰收；

． ．

。 ●

。’同年3月，撤消县水利管理委员会，成立县水利科。
‘

●

．／x1957年，民勤县县长李生桂主持改建原雷庙沟为三雷支

渠，并建混凝土分水闸、大车桥各一座㈠，．’． -

一 同年，西马湖水库开工；． ．，，，

．
．。

．
。，：

‘· ·

，
：

同年12月，内外河合并工程动工·
。

’～

‘
● ，

．，／k1958年，红崖山水库筹建，内外河分水闸停建，j 10月，水

库正式开工。． 。， ．， ．·．． ．．

： _。
‘

^．
’

●

△1960年j甘肃省委书记高健君视察民勤县，将红崖山水库

由民办工程改列国家计划内工程；’-
‘

‘

●

一同年，红崖山水库建设指挥部技工团木工营营长康如义被评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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