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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昌平县水利志，在县水资源局水利志编辑委员会和水利志编写小组的粘心努力下，历时

三年成书出版。这也是我分管政府工作的一部分，为此引以为荣，分外喜悦，该志在指导思

想上注意了时代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结合，文章结构即全面布局又前后照应，文字通俗易

懂，书词富有哲理，是一本有历史价值的资料。

水利是农业的根本问题，诸多经济繁荣之地大都得之水利。1934年毛泽东同志在《我们

的经济政筻>一文中，就曾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今天随着城乡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水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正在与日瞑增。因此，办好水利事业即成为社会重中之重的大事。

1949年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水利建设，中共昌平县委、县政府筹集大量的物资

和资金，领导群众修水库、挖河、开渠、打井、建扬水站、治理山地水土流失，大力开展

山、水、林、田、路、电综合建设，极大地改变了昌平南涝北旱的历史，基本实现了农田旱

能浇、涝能排，旱涝保丰收的局面。自1977年起至1990年连年干旱少雨，而粮果连年获得丰

收，可以说农田水利建设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建国后的水利建设情况，经多方采访，搜集资料，系统整理、科学分析，真实记载，形

成志书。它对于了解和研究昌平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利工程的成败得失；对于总结经验教

训，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对于资治当代，惠及子孙，其意义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昌平水利事业成就巨大，《昌平县水利志》一书，对昌平自然地理状况、重点水利工程、

农田水利、水利科技、抗灾斗争、治水人物、水政监察、管理措施等都作了扼要记述，谱写

了昌平人民艰苦奋斗获得胜利的篇章，对水利建设中走过的弯路或失误，也作了简略记载。

在昌平水利建设中，垒县广大工、农、商、学、兵、备行各业以及众多的水利工作者

发扬坚毅无私奉献的精神，为昌平县水利建设做出突出贡献，他们的努力应永远受到钦敬。

当前，我县正在改革开放的劲风中高扬风帆，向着更大、更远的目标奋进，我相信昌平

水利建设事业必能大踏步前进，‘昌平县水利志》一书的出版，必将起到“资政、教育、存史”

的作用，为我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必将激励令人，启迪后人，在建设社

会主义新昌平的长征里程上创造出无愧于前人的更加辉煌的水利业绩!

此次编成《昌平县水利志》渗透着修志工作者艰辛和努力，．他们多方搜集资料，反复论证

核实，全面记述昌平水利各方面的成就与事迹，为昌平地区史志工作积累了不可多得的历史

资料，我对此表示赞许和祝贺。

昌张副县长南才钦彩昌平县副县长岛才钦彩
。五以筝予t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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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路线、

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力求体现改革开放精冲，反映地方特色。

二、本志系统地记述昌平县水利建设的历史，以达到“资治、教育、存史”的目的，为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三、本志贯彻“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水利建

设的史实，下限断至t990年。有关建国前历史水利资料适当上溯。

四、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体例。《概述》冠于各篇之首，总揽全志大要。

《大事记》采用编年与记事本末结合方式记述。

五、本志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主要来自《光绪昌平州志》及《北京古运河与

城市供水研究》一书，择善而从。建国后的主要来自本县档案馆、图书馆、水年Ⅱ局、统计局、

水文站、气象站文书档案记载和调查访问等，数字以本县统计局、水利局资料为准，为节省

篇幅一般不注出处。

六、】949年前的朝代、国号纪年用中文书写，后注公元年号，用阿拉伯字码。

七、本志中出现的“建国前”、“建国后”均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

八、本志中凡简称“党”均指中国共产党，凡称“党支部”、“党委”、“县委”、“地委”、

“市委”均指中国共产党所在地组织，凡称政府“人民委员会(简称人委)”、“革命委员会(简称

革委会)”的均指人民政府；凡称“革命领导小组”均指“文革”时期各级、各部门的领导班子，凡

称。公社”均指当时基层政权机构。

九、本志计量单位除引用原文外，一般采用公制，一律用国家公布的计量单位表述，不

用代号，海拔高程为大沽高程。

十、1949年前历史资料多为水旱灾情、漕运之类，其它水利大事记载甚少，故放在章节

内记述。

十一、本志收录的古碑文、古地名、古人名、古诗句原所用繁体字，一般都改用简化汉

字，加注标点，以便阅读。



出版说明

昌平县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工作，是从1986年8月开始的。起初，仅成立了一个班

子，含县委党史办公室内，做修志的准备工作。这个工作班子认真学习、掌握方志理论和业

务知识，赴山西考察，制定修志工作方案，编写《昌平县志》篇目，搜集昌平旧志和征集历史

资料，做了很多工作。但，编修新县志是筚路蓝缕的工作，当时还行：被人们所认识，并未真

正开展起来。

1 989年3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开始抓修志工作，召开了全市第一次地方志工作会议。5

月26日，昌平县人民政府准备召开全县修志工作会议，“通知”都已下达，但是，那场政治风

波又使这一工作暂时搁置起来。

风波平息之后，中共昌平县委、昌平县人民政府重新调整县志指导委员会和编纂委员会

组成人员，批准县志办公室制定的《昌平县志》编纂工作方案，召开会议向县直机关部署了修

志工作。在当时县长张耕的领导和支持下，常务副县长于长海的亲自主持下，县志办公室全

体人员努力工作、积极推动，使修志工作在全县广泛地、有步骤地开展起来了。

组织县直机关编写好专业志(或部门志，或单位概况)，是昌平县本届修志工作的一项重

要任务和一大特点。这项工作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有编写任务的72个单位，已经有

40个单位完成了专业志稿(或部门志，或单位概况)。经过县志办公室审定，有的还经过市主

管局修志工作领导机构的审查，修改，今年计翅I正式出版《昌平县粮食志》、《昌平县水利志》、

《昌平县市政志》、《昌平县环境保护志》和《昌平县交通志》等五部专业志。还有《昌平县公路

志》也将纳入《北京市公路志》出版。以后，还将有选择地陆续出版一批专业志，构成“昌平地

方志丛书”的一个系列。这些专业志、部门志和单位概况的编成和出版，无疑是对昌平县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大贡献，为今人和后人办了一件好事，为《昌平县志》的编纂奠定了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更加显示它的重要意义和宝贵价值。

这一重要成果的取得，首先应归功于各单位修志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他(她)

们不图名利，不讲“实惠”，呕心沥血，默默工作，这在当前是难能可贵的。市、县和单位领

导的正确指导和大力支持，是取得这一成果的关键。县志办公室在宣传、组织、推动、培切I、

指导和编辑、编审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同样功不可没。

但是，我县修志工作者毕竟不是方志专家；修志工作又不同子经济建设和其他文化工作，

困难很多，条件有限j再加上历史资料支零破碎，特别是建国前史料贫乏，各专业志在所难

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甚至可能有错误之处。我们恳切地希望方志界的专家学者

和各界人士批评指正。

昌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2年l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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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昌平县位于北京市北郊，地处平原与山地交接地带，北倚军都山，南部为平原，地跨温

榆河两岸，总面积1352平方公里。1990年县辖乡(镇)政府33个，村民委员会319个，村民小

组721个，总耕地472663亩，常住总人口409389人，其中农业人口273274人。县城昌平镇(明

称永安城)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建，以后500余年一直是昌平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这里距北京市城区34公里。与明十三陵、十三陵水库、九龙游乐园著名风景游览区相毗邻，

是游览居庸关√＼达岭长城必经之地，有京张(北京一张家口)公路贯通南北，京通(北京一通

辽)铁路和京密引水工程横贯东西，交通便利，环境优美。

197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将昌平镇确定为首都卫

星城之一。自1985年5月经北京市政府批准《昌平卫星城总体规划方案》后，几年的开发建

设，市政工程建设已初具规模，市容整洁，建筑一新，宽敞的四环路市树成行，鲜花簇拥，

绿叶成荫，新建的公共设施宾馆、饭店、公园、影院、图书馆、广播电台、电视台、电讯大

楼⋯⋯等，都具有现化代、民族化、园林化之特点，展现出一派现代化文明城市的新貌。

昌平县历史悠久，汉朝置县，明代设州，距今已有两千余年。是明代帝王陵寝之所在。

昌平历史上就是畿辅雄镇，皇陵重区。又有居庸关，龙虎台等边关要塞，是历代兵家必争之

地。南口居庸关自元代开始就屯军把守。《元史·兵志》记载：“睿宗(拖雷，公元1228年)于居庸

关之南、北口屯军，邀巡盗贼，各设千户所”。为供应驻军粮饷，解决陆路运输之困难，元朝

很重视开发漕运。据《元史·世祖本记》记载：“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二月，发北京都(今辽

宁省宁城县)元帅阿海所领军，疏‘双塔漕渠’。”《元史·河渠志》记载：“双塔河源出昌平县孟

村一亩泉经双塔店而东，至丰善村入榆河”。据考证孟村一亩泉在阳坊乡辛庄附近，双塔村

之西。．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即今日北京)，著名科学家、水利专家

郭守敬积累了大都多年治水的丰富经验，通过对北京地区水资源及地形的详细勘查，于至元

二十九年一至元三十年(公元1292年——1293年)主持建成通县至大都间的运河疏竣工程

(赐名：通惠河)并引用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水及西山诸泉水，创建了著名的白浮堰，为大都

城建设开辟了丰沛水源。

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五月，明成祖朱棣开始在昌平北修建陵寝，所需大批建筑材料

和军夫粮饷都是从通州沿温榆河直送昌平。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十月，“户部奏请开峻榆河，

自巩华城(今沙河镇)达于通州渡口，运粮四万石，给长陵等八卫官军月粮，从之。”周梦赐

所著《水都备考》一书记载：“十月蓟辽总督刘应节，巡抚杨兆议于巩华城外，安济桥至通州

渡口疏通一河长可一百四十五里，内水深成漕，见可行舟一百余里，散漫淤浅，稍串开通者三

十余里，以运诸陵官军饷，发军卒三千人治之，不数月河成。”竣工后，可“岁漕江北粳米二十

万石，以赡昌平。”

昔日昌平只有漕运，很少有农田灌、排水利设施，农业生产靠天等雨，种在人，收在

天，粮食产量很低。1949年粮食亩产只有76．6公斤，农民生活是糠菜半年粮，非常困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下称建国后)，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广大农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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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社会主义道路，遵照毛主席关于“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教导，县委、县政府把兴修水利当

成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措施来抓，为改变昌平南涝北旱，十年九歉收的农业落后状况，动员

广大群众经过40年的艰苦努力，投入巨大物力、财力，在全县建成中、小型水库7座，塘坝

截流42处，中、小型河闸4座，总拦洪蓄水能力1亿多立方米，控制山区近400平方公里的

流域面积，不仅洪涝灾害基本解除，并为发展农田灌溉，改变生产条件，提高农业产量奠定

了基础。

截止1990年，全县建成万亩以上灌渠5处，千亩以上灌渠25处，扬水站440处，配套机

井2478眼，用于排灌电动机3771台，4836．6万千瓦；疏挖治理了温榆河主河道及东沙河、蔺

沟河、南沙河、北沙河等18条支流小河；有40万亩农田实现灌、排工程配套，有效灌溉面积

达38．3：Yj"多亩，其中28万亩达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标准；在山区水利建设中，建成人畜饮

水工程180多处，改善了人民生活用水条件，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77．9平方公里，治理了

定陵、高崖口、南口关沟等干旱河滩，进行美化绿化，改善生态环境，减轻风砂危害，增加

了农民的林牧收入。随着水利建设的发展，昌平自然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在1352平方公里的

大地上，机井密布，渠道纵横，已形成有效的水利网络，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显著提高，农

业生产至1990年已连续13年夺得了增产丰收，结束了“风吹黄砂走，旱涝惹人愁，十年九歉

收”的历史，水利建设为城乡工农业生产、城镇建设、人民生活、美化环境提供了水源，实践证

明水利不仅是农业的命脉，也是工业及一切生物和国民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重要物质条件。

纵观昌平水利建设四十年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重要阶段。

一、l 949年一I 956年初建阶段

建国初期昌平城乡除个别村镇使用辘轳提水和引河水、泉水浇少量菜田、稻地之外，基

本上无水利设施。这一时期，刚刚建国，百业待兴，·水利建设以小型抗旱为主，主要是挖砖

石井，打自流井，建小型自流引水灌渠。当时中共河北省委、省政府多次发出指示，召号人

民普遍兴修水利，抗御水旱灾害，积极贯彻执行1949年底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精神，即“在

受洪水威胁的地区应着重于防洪排水，在干旱地区则应着重开渠灌溉，以保证增加农业生

产”。当时昌平地上地下自然水利资源相当充沛，有山问小溪23处，支流JbNl3道，分布境

内，纵横南北，贯穿东西，大都适宜开渠灌溉，地下水位很高，宜打各种水井。1950年农业

部灌溉工程处水利推进社凿井队，在前沙涧、后沙涧、南马坊(今归海淀区)、河北村(今归朝

阳区)、东小口等村凿成竹管自流井34t]曩，铁管自流井lo眼，随后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动

下，1952年秦(芹)城第一条自流灌渠建成，相继又有昭陵、德胜口、阳坊、白浮、姜屯、奋奁屯

等村开渠引水，开稻田发展水浇地，当年有效灌溉面积达6961亩，其中稻田3930亩，群众性

的小型水利建设逐年发展扩大，到1955年底全县打成砖石井504骺1，自流井239眼，开挖自流

灌渠六条，全长13446米，水浇地面积达到8142亩，新扩稻田2487亩，年增产粮食276万公

斤。1956年2月，昌平县划入北京市，改称昌平区；群情振奋，秋冬掀起更大规模的打井抗

旱热潮，全县投入劳力1．7万多人，经过一冬春的艰苦奋斗，锥打各种水井2233[[艮，其中自

流井747眼，砖石井1439H[委，透河井47H51，新开稻田6780亩，水浇地1677亩，这年全县产稻

谷397万多公斤，创造本县历史新纪录。



i、1 957年一l 965年水利建设大发展阶段

1957年区委、区政府在总结前段水利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到发展生产、

搞好水利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伟大号召，从昌平的实际情况出发

提出“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三主治水方针，制定出蓄、引、提、挖、灌、排

结合全面实现水利化的初步规划。正值动员群众大兴农田水利之际，北京市政府水利办公室

派工程师王馨三和北京水力发电学校部分≯币生来昌平协助工作，开展群众性兴修水利运动，

经实地调查，在长陵乡老君堂村依靠集体力量建起“红领巾”和“青年号”两座小水库，水库虽

小，但它揭开了昌平大办水利的序幕。山区的截流、塘坝，平原开渠引水、打井、建扬水站

等治水活动很快形成高潮。

1957年12月中共昌平区委提出建设十三陵水库，经请示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决定，由北京

市市政工程设计院提出设计方案。1958年1月21日正式开工，市、区领导亲临指挥，并组织

大批机关干部奔赴工地参加施工。

开始，昌平区组织近8000名基千民兵队伍参加水库施工，并动员各乡(镇)企事业单位，

各行各业支援水库建设，由于任务大，进度慢，时间紧，后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委的

直接关怀下，决定全市总动员，首都工、农、商、学、兵以及国际友人，外国驻华使节共40余

万人纷纷来到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并得到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

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以及中直机关各级领导、机关干部，参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全体

人员也来到工地参加劳动。毛泽东主席亲自题写了“十三陵水库”库名，刘少奇、周恩来、朱

德都为水库题词，在广大水库建设者的共同努力下，至1958年6月底，仅用160天就建成了

这座宏伟工程，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十三陵水库建成，推动了昌平水利建设的大发展。从1959年10月开始，王家园、桃峪口、

沙河、南庄、响潭、德胜口六个中、小型水库工程先后上马兴建，投入主要劳力达1．8万人，

另外，十三陵水库灌渠配套、温榆河上建郑各庄大型扬水站以及田问灌排渠系、山区半山区

的塘坝截流、人畜饮水、水土保持等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都广泛的发展起来，全县投入农田

水利建设的劳力，高时达5万多人，占总劳力的50％以上。至1960年底全县就建成中、小型水

库6座，截流坝10个，蓄水能力达9000万立方米，建成大小灌渠743条，配套建筑物973座，建

大小扬水站55处，电机井8眼，安装电机泵63台(套)1817马力，架设高低压线路长达37728米。

为使已建水利骨干工程充分发挥效益，三年困难时期过后，自1963年开始至1965年才

集中财力、物力重点进行配套设施建设，同时又新建扬水站425处，打电机井258眼，旧井

装机189眼，水车井165H艮，并大搞平整土地。横贯昌平东西37．15公里的京密引水工程1965

年全线开通，沿渠为昌平农田灌溉设自流和扬水站开口26处(后增加到3l处)，控制全县10万

多亩农田灌溉面积，全县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N30．25万宙，占耕地总面积的70％。

这段时间的水利建设虽取得巨大成就，但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工作上的失误，也曾

出现过一些偏差，甚至错误。突出的是工程计划贪多求大，政策上“一平二调”，思想上急躁

冒进，部分千部作风上强迫命令，不少水利设施固然建成，而全县广大农民的物力和财力消

耗很大，事后在纠正“一平二调”错误时，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坚持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

的规定》，到1961年12月底，全县退赔总额达855．37i元，占平调总值87．5％，其中水利建设退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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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达350多万元。其次是由予设备条件差，技术人员缺，质控不严，致使不少的中、小型水
库建成后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质量问题，并遗留尾工很多，不得不在60一70年代市、县政府反

复安排专项资金，对大小水库、塘坝截流进行整修，除险加固，才达到设计标准，安全运

用。

兰、l 955年一l 976年调整巩固，提高效益阶段

这时期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动乱，县水利局1968年被撤销，各项水利设施下放

公社管理，水管队伍变动很大，水利工作受到极“左”路线的严重干扰，不但建设成就不大，

而且现有水利设施因管理不善，损失很重，效益降低。1972年恢复县水利局后，重整水利事

业，水利战线广大干部职工在党的领导下，为改变全县粮食平均亩产徘徊在200公斤左右的

局面，按照水利部和市水利局的安排布置，于1973年就现有水利设施，在全县开展了“五查

四定”工作，即查工程建设和投资使用情况，查工程安全，查工程效益，查综合利用，查管

理现状；定任务，定计划，定措施，定管理体制，逐村、逐队的进行检查核实，在普查的基

础上制定了发展建设规划。依靠群众，打井、挖渠、平整土地、治理排洪河道，．深挖田问水

渠、改进管理，使水利事业全面发展，收到一定效益。

(一)平整土地，变“三跑田”(跑水、跑土、跑肥)为“三保田”(保水、保土、保肥)

1972年至1976年经5个冬春开展大平大整土地的群众运动，平地15．3万亩，基本做到地

平、埂直，沟路林渠配套，排灌自如，山区半山区修梯田、栽果树，引水上山，推广喷滴灌，

进行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取得较好效益。

(二)开发地下水源，扩大井灌面积

1972年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库水干涸，河水断流，以往重视地上水利用，忽视地下水开

发，遇到大旱吃了亏。总结出“人靠河、河靠天、天不下雨河库干”的经验教训，重视了地下

水的开发，开始搞双保险(即井渠合灌)，县水利局和平原地区15个公社先后成立打井队，依

靠在昌平执行工支农任务的中央、市属工厂、企业加工制造和目行购置打井钻机28台，主要

是22型冲击钻。建立打井办公室，进行机井规划布局，坚持因地制宜，浅、中、深结合，分层

取水，大搞机井建设。到1976年建成配套机井2513眼，井灌面积达至1]19万亩，占总有效灌溉

面积50％左右，有楣当大一部分自流灌区也建起机井灌溉设施，成了双保险。此后机井建设

每年都有更新改造，直至1]1990年可利用灌溉机井一直保持在2400多眼，促进了农田稳产高产。

(三)水库除险加固，治理洪涝灾害

1973年至1]1976年，对中、小型水库按“63·8”雨型进行校核后，对十三陵，桃峪口、王家

园、响潭、南庄等水库做了除险加固和防渗处理。为解决平原10万余亩农田排水问题，疏挖

了秦屯河、东三河、蔺沟河、东沙河、葫芦河、四家庄河、南庄河、肖村河等十几条支流小

河。温榆河主河道在市政府主持下70年代也得到初步治理。排洪除涝骨干工程取得很大进

展。同时农田骨干排水渠道和田间配套渠系也进行了整治，田间排渠一般都按50米一排一灌

设置，排涝能力一般达到十年一遇标准。j

(四)抓工程管理，发挥水利效益 ，

各水库、灌渠均采取专业管理和群众管理相结合的办法，组成管理委员会，增加管理人

员，实行计划用水，按量计征水费，加强工程养护、维修、配套、防渗，渠系利用系数从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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