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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视察密云水库工地(1959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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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密云水库是1960年建成的华北地区最大水库，几十年的运用证明，这座水库规划设

计合理，建设质量优良，综合效用卓越。

密云水库的诞生是党一切从人民出发，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的不朽标志，是中华民族

坚持共产主义信念，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的具体体现，是依靠科学技术，重视知识

人材获得伟大成就的证明。

千百年为害人民的潮白河，历代都熟视无睹，使无数人民长期处于洪、旱灾难的悲

惨生活之中，而新中国成立后，仅短短几年，党和人民政府制定了修建密云水库规划，

着手解除人民灾难。

一位日理万机的国家总理一一周恩来，不顾劳累，于1958年6月亲自驰往密云县潮

白河畔，攀山岩，步沙滩，察看规划的水库坝址和工程规模，又就滩而坐与陪同人员商

讨建库的可能性与有关问题。总理审时度势，预见这座水库对于将来社会主义建设发展

的重要性，当机立断，密云水库应当而且有可能迅速建成，经中央和国务院研究批准，

当年9月就开工兴建。二十多万农民以及解放军指战员、国家干部、职工、各方面专

家、教授，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潮水般的来到工地参加修建。尽管当时经济和物质条

件还不充裕，生产工具还不先进，但是有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关怀并多次亲临指导，

有了各方面的全力支援和当地人民的无私奉献，广大水库建设者团结一致，苦干、实千

加巧干，克服了工作上和技术上的种种困难，终于创造了一年拦洪、两年建成而又优质

量，低投资，高速度的建设奇迹。

在修建期中，水库工地还是一所培养人材的大学校。清华大学、北京水利发电学

校、北京市土木建筑学校等院校师生参加现场设计、施工，使学生走出校门受到深刻地

实践教育；建库民工在劳动中学习新技术，应用新技术在两年的建设期间，培养和锻炼

了成千上万名有经验、有理论、有熟练技术的干部和技术工人。后来这些人中大多成为

社会主义建设的优秀骨干。

密云水库是防洪、供水、发电、养殖等多种综合效益的水库，已在京、津、冀工农

业发展及人民生活改善方面发挥了巨大效益。在首都水资源紧缺时刻，更加显示出这座

水库的重要性，也更证明当年周恩来总理决策提早建好密云水库的远见卓识。

密云水库做为水利工程，有许多事例值得后人借鉴与思考。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

编写《密云水库志》，我认为很有意义，因以为序。

一九九。年五月



编写说明

一、本《志》记事年限为1958年至1985年，历时27载。

二、本《志》计五章，另有附录十二篇。五章内容包括规划与设计、工程兴建、工

程完善与抗震加固、管理运用、工程效益及综合经营。附录内容主要为施工回忙录。

三、 《志》中所述解放前、后或建国前、后，均指1949年10月以前、以后。

四、 《志》中所列工程投资费用币值，除有注明的以外，均系币制改革以后的币

值。

五、本《志》的总编、刊印在北京市水利局高振奎总工程师及北京水利史志编辑办

公室的指导支持下，得以园满完成。但由于编写人员水平和经验所限，本《志》缺点必

定不少，舛错之处尤所难免，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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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工程效益及综合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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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八谈谈水库修建期间物资供应工作的体会⋯⋯⋯⋯⋯⋯⋯⋯⋯⋯⋯⋯·(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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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十参加修建密云水库的单位、县、区及人数⋯⋯⋯⋯⋯⋯⋯⋯⋯⋯⋯．-(儿3)

附录十一参加1976年抗震加固的单位、县、区⋯⋯⋯⋯⋯⋯⋯⋯⋯⋯⋯⋯(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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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潮白河及邻近河道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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