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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一、本志记述上起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下至1985年，部分章节根

据需要适当上溯下延。

二、本志以事立章，共分13章。除概述篇纵横统领全志外，本文以

章设节，节下有目，目下有子目，逐层统属。

三、本志资料来源：建国后的资料来自县档案局、县水利局资料

室、县区划办公室资料室以及调查资料；建国前的资料来自《珲春乡

土志》，伪满统计资料和民间口碑等。

四、本志纪年一律采用公元纪年。但是在1945年以前，除记公元年

外，还注明朝代、国号年。在篇章中第一次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用全

称，其后简称“建国前”或“建国后”。

五、各个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及地域名称，均用原名，必要处加注

今名。

六、本志凡简称“党’’的均指中国共产党，称为“党支部”、“党

委”、“县委”的均指中国共产党所属组织；凡称为“政府”的指人民

政府。 ．

七、本志地面高程采用海拔高程，计量采用公制，随文附表，并插

入工程照片。

八、．文中数字，以合乎习惯，方便阅读，节省篇幅为原则，一般全

用阿拉伯数字。

，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各种数据，均取自旧档旧志；建国后

数据主要以县统计局、县水利局和县区划记载的数据为准，江河水系章

引用《吉林省河流流域特征值》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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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珲春县位于吉林省东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东南部，地处东经

’1 29。52，：至1 3s。1 87，北纬42。257三i143。307之间。西意丝逞虫江边墨虽朝

鲜民主喜义人眵枣国缈望乙丑境。努、，一1 6～3—7—公，，殳东逆皇拗
邻，边境线长232．7公里。北面与黑龙江省东宁县接壤，长度为37公里。西

部与汪清县及图们市相接，长度1 32公里。全县总面积为5356．8平方公

里。地形特点是东西长而南北短，南部狭长地带延伸至日本海附近。境

内最高的山峰老爷岭海拔高程1472米，最1．瞳。趣塑堡妻瞳肼捌掳越直程
为之鲞!冀茎边境墨蓼一二缈燧：距畏多造!．皇釜罢。境内的地形以珲春
平原为中心，呈马鞍型状，由珲春平原向东逐渐升高，形成低山、中山

地带，向西以密江盘岭为分水岭，形成密江沿江小平原和凉水沿江平

原，向南为一阶地、二阶地、丘陵、低，山，地形逐渐趋于平缓，形成敬

信平原。向北山岭起伏，丘陵、低山、中山地带。

珲春县地处图们江下游，水资源丰富，图们江由北流向东南，县内

河流均属图们江水系，其中图们江一级支流有7条， 以珲春河为最大支

流，珲春河全长1 98公里。其次是密江河、石头河、英安河、圈河等。

境内流域面积在2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56条。

珲春县靠近日本海，气侯属于近海洋性中温带季风气侯区，受海洋

影响十分显著。其特点是冬季不太冷，夏季不太热，温和潮湿，多阴寡

照，雨量充沛，分布不均，容易发生洪涝和低温冷害。年平均气温为

5．6。C， 多年平均降水量为649．2毫米，6月至9月降水量平均值为437．7

毫米，降水特点是北部少南部多。从1914年开始有水文记录以来，降水

量最多的是1959年，年降水量达到842．9毫米，最少的1977年仅为365毫



米。 ．

县人民政府设在珲春镇，全县共1 2个乡镇，1 44个村民委员会，933

个村民小组j总户数36024户，人口151121人。其中朝鲜族84351人，占

55．3％；汉族51900人，占34．4％；满、蒙、 回等少数民族14 789人，占

9．3％。金县总耕地面积为284 00公顷，其中水田1 0850公顷，旱田1 7550

公顷。粮豆生产以水稻、玉米、大豆为主。经济作物以黄烟为主。1985年

全县农业总产值为64 54万元，是1949年的2．37倍。粮豆产量9．42万吨，．

是1949年的2．67倍。工业生产也有较大的发展，先后建立了陶瓷、造

纸、食品、冶金、电子、机械、建材等轻重工业，生产能力不断扩大，

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不断提高。1985年全县工业总产值为7550万元，

比1949年增长41倍。

纵观戆趟塞碧成鳓别是粮食生产的不断增长及城乡人民生
活呶日益，慈善，都与水利建设有着雹翅的关系。特别是解放以后，在中＼／7＼—／—＼／⋯＼．／‘＼～／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珲蕃县政府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于1946年4月

制定了修复、扩建河南干渠工程的计划，动员杨泡、马川子、板石乡农

民群众，用一个冬春全面修复了已被破坏的渠系工程。第二年又延长

渠道10公里，配套渠系建筑物12座，1947年灌区水田面积达到1850公

顷。 ．

为了进．一步扩大灌溉面积，1948年7月，在省、州水利部门的帮助

下，对河北灌区进行勘测设计，县政府成立灌区工程指挥部，由副县长

关成发担任总指挥，动员3千多名群众，于当年1 o月开工。经过7个多月 I

的施工到1949年5月，由哈达门中心村至双新村段的干渠基本修成，6月 I．

通水，当等就开水田270公顷。‘1 950年3月至6月间再次动员2千多人，把 |1

干渠延长到三家子乡古城村，并全面完成了河北灌区渠系建筑物的配套
’引

工程任务j ：

181￡：年至1950年南北灌区共修建大小渠道11 5．7公里，修复和新，}i一 一 ’嚣



’建渠系建筑物330处，投入人工175万工日，完成综合工程量15I．4万立

方米，1 950年灌区水田面积达到3050公顷， 占全县水田面积的

70．4％。

珲春县地处图们江下游，尤其珲春平原地势低平，海拔高程在30米

至50米之间，．敬信平原海拔高程只有1 o米左右，中间还有9个泡子，加

之暴雨比较集中，每逢汛期，图们江、珲春河水位同时上涨，造成严重内

涝。因此，洪涝灾害是珲春县农业生产的主要危胁。自1896年至1 979年

的84年中，共发生大洪水和较大洪水24次，平均每3．5#-发生1次。其中

解放前发生的5次大洪水，给珲春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

1938年的洪水淹没耕地1万多公顷，冲走民房2千多栋，淹死50多人。建

国后珲春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

精神，同洪涝灾害进行了不懈地斗争。自1955年至1957年期问，在珲春

河下游的胜利、自兴、新明、图鲁．新农等处共修建防洪堤1 5．7公里，

护岸5．54>里：这些工程虽然标准较低，但还是起到一定的防洪作用。

根据规划全面治理珲春河是从1965年开始的。经过了3#-多的奋战，到

1967年末修成防洪堤64．7公里。1972年和1976年两次动员群众加高培

厚，以后又修建了永久性排水涵洞1 5座，丁坝1 58座。护坡长度20．7公

里，护岸长度65．93公里，累计完成土方3 13万立方米，石方1 8．3万立方

米，混凝土9500立方米，完成国家投资320万元，群众投_工490万个。保

护两岸居民6．5万人，农田6300公顷。此后珲春河洪水基本得到控制。

这期间在全县范围内先后完成图们江防洪堤防49．78公里，密江河防洪

堤7．5公里，英安河防洪堤5．7公里，石头河防洪堤3．5公里。

建国初期全县易涝耕地有9200公顷，主要分布在珲春河下游两岸和

敬信盆地。从i965年开始，涝区人民普遍采取农业措施和工程措施相

结合的办法治理涝洼地，到1970年为止共开挖排水渠270条，长477．5公

里，大小田间沟160条，长296公里，截水沟5条，长25公里。+完成土方



59I．7万立方米。其中珲春河下游平原12条934_∑里排水干渠和32座排水1

涵闸，敬信涝区的南花洞改河道工程等都是这个时期完成的。为了彻底

解决敬信平原1500多公顷低洼易涝耕地的洪涝灾害，在修建二道泡至圈

河防洪堤的基础上，从1 968年至1 975年，又先后修建了控制平原四周坡

面集水的三道泡、五道泡、六～九泡滞洪蓄水大堤，1980年建成了圈河

排涝站。

珲春县的水利建设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挫折和误失，“大跃进”

时期县委提出“苦战3年实现金县水利化”的口号， 当年秋天水利工程

遍地开花，全县盲目上马的水库、塘坝工程有27座，其他工程153处。

这些工程由于人力财力物力不足，第二年就下马了。七十年代学大寨热

潮中水利建设也走了一些弯路。1972年开工的春化引水渠工程，没进行。

勘测设计就盲目上马，连续搞了5年时间，挖渠道1 3．5公里， 凿山洞
‘

600米，修渠系建筑物6座，群众投3221万个劳动日，国家投资20万元，

结果没灌一亩田工程就报废了。同年上马的东兴水库，群众投3220多万

工日，国家投资50多万元，水库至今仍未建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珲春县的水利工作逐步转移到加强工程

管理，注重经济效益的轨道上来。珲春河南、河北灌区两座拦河坝原来

是柳条压石的临时建筑物，1979年到I 981年改建为毛石混凝土拦河坝，

从根本上改善了灌区的取水条件。从1982年开始先后完成了三家子弓f

水渠，松林河倒虹吸，东阿拉电灌站，七号支渠进水闸等灌区改建、扩

建工程。在叫六·五”期间珲春灌区共改建渠系建筑物29座。‘敬信：凉‘

水、密江等地新建小型引水渠42．2公里，配套渠道建筑物23座，新建电

灌站3l处，改建12处，新增效益面积766公顷。与此同时，完成图们江、

珲春河及其他小河流防护工程26处，长度31公里。水库除险加固和配套

工程6处。’完成农村人畜饮水井工程66处，解决了23640人和5735头牲畜

的饮水困难。



建国36年来，全县共建成各类水利工程1256处。其中中小型水库6

座，塘坝8处，大小河流堤防总长171．54里，丁坝394座，长度5470米，护

坡砌石22处，长度30．54里≥灌区干支渠道227．24里，渠系建筑物

802座，各类排水涵闸47座，电力排灌站84处装机容量5785马力。。累

计完成土方2935．6万立方米，石方126万立方米，混凝土2．4万立方米，

国家投资344 3．37)-元。全县基本形成了以四大防洪区(凉水、珲春平

原、敬信、春化)，三大灌区(珲春灌区、敬信灌区、凉水灌区)，两

大治涝区(珲春平原、敬信平原)为骨干的农田水利工程体系。农田有

效灌溉面积13720公顷，其中旱浇590公顷，实际灌溉面积11140公顷，

其中旱浇340公顷。珲春河南一阶台地平原和敬信平原排涝标准接近1 0

年一遇。

随着水利事业的发展，全县水利机构和队伍也不断壮大，1953年成

立县水利科时只有5人，到1985年县水利局所属有14个单位，职工总数

达221人。进入180年代以后，全县水利管理单位，在巩固和发展现有水

利工程效益的同时，充分利用工程管理范围内的水土资源和技术设备优

势，全面开展农、林、牧、渔、工、商等行业的综合经营，逐步由单一型工程

管理体制向生产经营性体制转变，已取得初步成果。1985年全县水利系

统综合经营创产值180余万元，解决水利职工待业子女60多人的就业问

题，还为国家创利税20余万元。

珲春县的水利建设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与工农业生产的迅速

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形势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今后还应坚持不懈地努力，

在管好用好现有水利设施，充分发挥工程效益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

骤地搞好灌区工程配套和改建扩建工程，进一步扩大效益面积。继续建

设好、维护好图们江、珲春河防洪工程，治理洪涝灾害，提高抗洪标准，

保障资源不受损害，使水利事业在振兴边疆，繁荣经济中做出更大贡献，

在珲春县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更加有所作为!



●

(1985年统计)

＼
＼项 完 成 工 程 量 投 资
年＼ 目

度＼ (万元)
＼ 计(2Y立方米) 土方(万立方米) 石方(立方米) 混凝土(立方米)

合计 3061．51 2935．62 1258069 24208 3443．3

1949 38．49 34．90 35000 900 3．40

1950 93．08 92．40 6000 300 8．00

195l 9．30 9．00 3000

1952 1．2．80 12．30 5000 3．60

1933 8．00 7．80 2000 200

1954 9．40 9．10 3000 200 2．20

1955 16．50 16．10 4000 200 5．10

1956 24．70 22．50 22000 400 43．30

1957 26．64 23．70 28715 700 68．40

1958 137．18 130．90 62000 746 63．31

1959 68．40 62．60 58000 30 39．60

1960 6．74 5．00 17400 30 7．60

1961 35．00 33．00 20000 9．80

1962 9．35 7|．62 17200 60 2．00

。1963 14．62 12．80 17343 820 18．30

1964 54．97 51．62 33513 500 ．13．60

1965 53．00 48．66 42334 1030 39．10

92．68
1966 84．69 7r8292 1570 14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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