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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木兰县水利志

木兰县水利局

1 9 8 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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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中华民族生存的重要条件，是治国安帮

的重要课题。1 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木兰县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利用本县丰富的水利资源，兴修

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在治理洪、旱．涝等自然灾害，夺取农业生产

的高产，保护目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诸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其工程之浩大，成绩之卓著，可谓前所未有，为此，我们将木

兰县的水利资源、洪涝灾害以及水利建设的史实和工程概况撰为专

志。它不仅能为后人留下有益的借鉴，而且能为木兰县水利建设提

供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可靠依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中共木兰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省、地水利部门和县志

办的指导下，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中共中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实事求是

和详今略古的原则，按照“三新”(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

“两性一(现代性、科学性)的要求，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编写了。

《木兰县水利志》。基本上成为一部具有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

相统一的水利专志。

本志初稿1988年6月，在松花江地区第二次水利志稿评议会上

进行了鉴评，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对我们有很大的效益。之

后，我们又进行了修整、补充和完善，最后定稿。

在编纂过程中，由于时问仓促，历史档案残缺不全，加之又缺

乏修志经验，本志稿虽经多次修改，仍难免有遗漏和失误之处，我．

们恳切希望广大水利工作者给予指导和帮助，使其成为一部比较完．

善睁专业志书。 《木兰县水利志》编纂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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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木兰县水利志上限依木兰县建县(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起下限到1985年止，长达80年。在记述中，建国前水利情况受资料

限制，未能详述。记述重点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至1985年

的36年水利建设成就。

二、木兰县水利志正文按黑龙江省水利厅史志办要求、按章、

节、目、采用横排竖写的形式、并以事命题加以记述，随文配以?必

要的图表、照片。 、

’

三、木兰县水利志记载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官职，按当’时习惯

称呼。

四、历史记年，民国以．前按年号记年记述，在括号内注明公元

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以公元纪年。

五、本志书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所用文字一律按通用简化汉

字使用，只在引用古籍或用作姓名时使用繁体字或异体字。所用标

点符号，按《新华字典》(197 1年修订重排本)所载的《常用标点

符号用法简表》进行标点。 ·

六、本志书文中的数字，象习惯用语数字、“语汇和成语中数

字、表述性语言中数字及专门名称，一律用汉字表示。统计性数

字，百分比千分比数字，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七、木兰县水利志成文资料，均来自于黑龙江省水利厅、松花

江地区水利局和本县水利局的档案资料和口碑资料。引用文献资料

均注明出处。

八、度量衡单位，一律按标准的公制和市制使用。

九、本志书地面高程，采用渤海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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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露．：述．。，。 、}：’

木兰县位于黑龙江省中部、松花江中游左岸。地处东经1 27。

30 7至1 28。18 7，北纬45。54 7至46。367。南隔松花江与宾县相望，北

以青峰岭为界与庆安，铁力接壤，东隔马鞍山、鸡冠石雪子与通河搭

界，西以大黄泥河子，骆驼币日子山为界与巴彦毗邻。县城座落在木

兰镇境内。 ；≯一’ ·i ．?：0’4≥

县境大体呈长方形，东西北三面环山，南面临江，中部是平

原，地势北高南低。全县南北长为1 15公里，东西宽为42．54里，

面积为3600平方公里．。其中：山地、森林草原面积约占十分之七，

河流j。水库、泡塘面积约占十分之一，可耕地面积约占十分之二，

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 ，，．。

+主要山脉有：西部蒙古山、骆驼刁了子山、北部马鞍山、青峰

岭、摩云顶子山，东部大青山、小青山、姑子庵山。最高山峰摩云

顶子，海拔96 1．8米，金县境内水资源丰富，泡泽池塘星罗棋布，

泉眼众多。年地表径流总量为6亿立米，年地下水可开采量为1．5亿

立米，主要河流22条、流域面积3600平方公里，泉眼有215处，其

中境内较大河流有3条，即木兰达河、白杨木河、少陵河。

木兰县大部分是山林地区，唯有木兰达河、白杨木河流域和松

花江北岸形成的三块长条平原和一部分丘陵为农业区。土壤多为黑

土，少部分黑黄土，棕色森林土和草甸土等，土质肥沃

木兰县属于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漫长而严寒，夏季短

而炎热。．牟平均温度为摄氏2．3度，月平均最高气温为摄氏24．2度，

归最高温度为摄氏35．5度，日最低温度为摄氏零下42度，年平均日

一8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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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时数为2484小时，年平均无霜期为127天。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60 1．2{i米，年最大降水量(1 960)为849．2毫米，年最小降水量

(1 979)为398．8毫米。 。．。

木兰县1985年共有53252户，237 1 10口人，每平方公里66人，

在册耕地面积106．2万亩，农业人口187034人，平均每人占有耕地

6．1亩。县内盛产水稻、大豆、玉米等．
一

在行政区划上，．全县设有木兰，东兴、大贵，利东、柳河五个

镇有五站、建国、j吉兴、石河，东风，新民、新胜、龙江、满天九

个乡166个村。405个自然屯。木兰县自然资源丰富，土壤肥沃，气

温适宜，森林茂密，水源充足，是发展农牧业生产的好地方。

据《黑龙江通志采辑资料》记载，早在隋唐时代蕈苯革鸯黑水部人

就散居在木兰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因时间久远，对古时的水利建

设，无法考证，仅就近代有人知晓，有物可证的水利建设情况加以

概述。木兰县水资源丰富，但水利建设事业开发较晚。在六十三年

前，即1923午，朝鲜庆尚道人金洪植，在木兰城北三十里的老纸房

开发耕种水田一百余垧。随后，又有从朝鲜迁来。李锡云等户在东

兴、新民一带耕种水田。

1942年，由日本人勘测设计、朝鲜人组织施工，在木兰县修筑

了尖子山渠首条石拦河坝，混凝土节制闸，这是木兰县水剩建设史

上第一座混凝土工程。1943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在尖山子以南至松

花江北岸开发水田，以“奉仕”， “劳工”等形式强行征集大批劳

力，修筑切糕房大坝(现今红光堤段的雏型)，由于工程标准低，，

质量差，难于抗御较大洪水． ，

1945年木兰解放后，：党和政府对水利建设事业极为重视，把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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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水利当作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大

事来抓。早在解放战争时期，木兰县就成立了群众性的基层水利管

理机构一一水利管理委员会。组织群众从事水田生产。整修了伪满遗

留下来的破烂工程，、基本上保证了当时耕种水田灌溉用水的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木兰县水利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

展时期，大体可分为五个不同的阶段。 ，j
‘

第一阶段：195c一1957年。 ，．

这个阶段是积极稳步发展阶段。贯彻执行了“依靠群众i民办

公助”和“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社队自办为主”的三主水利建设

方钝这个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加之国家财力不足，国家对

木兰县水利建设的投资八年合计为60．6万元，用这些资金，全县在

水利建设上，主要完成了以下几项工程： 。

i 1、先后于195 3午，1 95 7年两次修筑松花江防洪民堤。
”，々

2、‘利用有限的农田水利费，维修了香磨山、尖山子，白杨木

三个灌区的拦河坝，增设了18个木制分水闸和节制闸以及35个分水

斗门。 、 ，

。· ‘，-一

3、在南部松花江和木兰达河、白杨木河一带，先后建成1 6处

抽水站。安装动力1 6台，装机3 78马力，灌水田97 l垧(9 710亩)。

4、1956年，在木兰镇东门外，修建了全县第一座小型水电

站。由于对原有灌匿工程挖潜和修建了多处江河提水工程，19．57年

全县的水田面积达到8．6 2万亩，比1949年的5．45万啻提高1：6倍，‘

效益得到明显地提高。 一 ．_。

第二阶段：1958·1960年。 ：一。 ，-

』’ 这是水利建设的高潮阶段：这个时期全党抓水利，全民干水

一1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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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县委曾提出。 Ⅳ大

干四十天，‘实现水利化”的不切合实际的战j斗口号，在这种形势

下，社社队队规划工程、户户出人，处处兴工，到处是水利建设的

工地。为了实现这一不切合实际的口号，县里成立了水利化指挥

部，各乡成立了39个工地指挥部，。参加水利建设的人数最多达2．38

页人 ．

?。

·

-’t

j 全县在水利建设上，j重点完成了以下几项大的工程，1

．t 1、全县动员组织4000多名劳力，‘修筑了木兰镇、柳河、五站

等三段长达23．5公里的松花江防洪大堤。 、

一

．， 2、动T修建了大小水库168J奎，拦河坝180处，其中有48座小水

库受益。尤其是原香磨山水库总库容300万立米也是在1958年6月动

工兴建的，到1959年4月初建成并投入使用．为1937年中型的香磨

山水库动工兴建，打下了基础。
。

‘

一

3、搞了一些排涝和治理水土流失工程。
’

’：

1958#至4 1960年，国家对木兰县的水利投资达95万元。由于兴

修了大量的蓄水工程和治理了部分内涝(旱田改水田·)1958年-，全

县的水田面积达至4 10．2万亩，比1949年提高近两倍-o‘
i

·：一 虽然在这个阶段，水利建设声势大，规模壮阔，干了许多水利

工程，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急于求成，步子太大，忽视了

客观实际和可能，违背了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因而副起了。共产

风一搞了“一平二调”。。许多工程是一哄而起，技术物资准备不充

分，遗留了不少半截子工程．其次是在贯彻中央调整国民经济方针

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由大高潮变成了全退潮，把已经上了马

的工程，一下子全部退下来，造成半途而废，使临时发挥效益的蓄

一1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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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提水等灌溉工程，得不到巩固和整修，致使1959，1960两年，+

全县的水田面积大幅度下降，由1 958年的10．2万亩下降到7．8 3万

—-
田o

第三阶段，1961一1966年

这个时期是水利建设的低潮阶段。由于国家财力困难，六年中

目家对木兰县的水利投资总额)059．5W元。全县用这部分资金先后

在松花江堤防修筑了万宝，三义、向阳、松江、太平等五个混凝土

排洪闸还在柳河等地搞了一些排涝工程。完成土方近18万立米，使

4．o万亩农田减轻涝灾。
。一 ‘

，，另外，由于1958年“大跃进”一猛之劲，盲目上了许多水利工

程，特别是在沿江二带建了多处抽水站，扩大水田，到1960年以

后，群众认为种永田费工，负担重。，把原有扩种的部分水田：改为

旱田 致使全县水田面积又一次大幅度下降，由1 9 58年的10．2W

亩，下降到1 966年的3．2万亩．’ 。，

‘。

第四阶段：1 967一1976年
一 一

√ 这个阶段尽管受“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但从木兰县看，确实

地还于了一些大的水利工程，主要干了以下几项．．：‘_

，1、木兰县的大型骨干水利工程，香磨山中型水库(原太阳升

水库)，于1 96 7年5月开始动工兴建，l 9 7 1年11月竣工，完成总工

程量9 5．7万立米，用工1 40万个工日。

2、香磨山水库电站(原太阳升电站)于1 9 70午5月完工，并开

始合闸供电。为了更有效地利用香磨山灌区干渠上的水能，分别于

1974、1978、1979年，在香磨山干线上，先后修建了新利、红星，一

杨木荡子、华山水力发电站。
一

一1 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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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76年4：，．为了使松花江红光堤段达到防洪设计标准，县

革命委员会决定组织9个公社的农建营，对10．9公里的红光堤段进

行了全面整修加固大会战，共完成土石方1 7．3万立米，从而使红光

堤段基本达到了防洪设计标准 至此，木兰县的34．4公里的防洪大

堤全部建成。．对防御松花江大洪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

4、从196 7年开始，到1 976年，共打机电井(配套)63 V畏．，装

机576硒。尚有一些井未配套，有些地方借打井之名，行办电之

实。1976年，根据省水利局，卫生局联合通知规定，将原来由卫生

部门负责的防病改水工作，，移交由水利部门负责，从而加快了全县

防病改水的打井进度。：．，’

5，这个期间，按着上级要求，从全县公社抽调了占农村劳力

一总数的l o％的人力，组建了农建专业队伍，对山，水，林，田．路

进行综合治理。’由于香磨山水库的竣工且受益，使全县的水田面积

又发展到9．53万亩． ，

第五阶段：‘1977一1985#- ’，
，．

．．这个阶段是木兰县水利建设的新时期。在实际工作中，实行转

轨定向，把水利建设的重点转移到“加强管理，狠抓效益"的轨道

上来，狠抓了配套，挖潜、强调投入产出，充分发挥现有工程效益

和投资成果。做到在不增加新项目的前提下，扩大了灌溉面积，收

到了显著的效果· j j
。

．． 这个时期也是木兰县水利建设全面大上、效益发挥最好的时

期。主要抓了两件大事：一是香磨山灌区的整顿配套，二是大抓了
一 。五zI、-r程一的建设。 ：．． ． ．0 ．

1。，香磨山灌区的整顿配套。香磨山灌区整顿配套．工作是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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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7 1年开始的，到1 98 5年配套工程已近尾声，共开挖修筑干，支斗

渠58条，2 1 9．5公里，在干、支、斗渠上修永久性构造物334件i国

家投资675．9万元，实灌水田面积达9．6万亩，超效益20％。

2、大力兴办“五小工程”，近几年来，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

迅猛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全县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兴办投资

少，见效快，群众易办的“五小工程：’’即(小水库、小塘坝，小

拦河坝、小抽水站，小机电机)。八年来，特别是从1984年春到

19 85年冬，全县在山区半山区进行了12座小型水库的续建和配套，

在江河沿岸修建了127处抽水站，在沿河地带修筑T．48处拦河坝，

在沟沟叉叉又修筑了10 8座塘坝，在平原地带打各类机电井73眼，

组合井20眼，小井I 548N，扩种水田8万亩，全县累计出动1 7．2万

多人次，1．26万车次t完成土石方94．5万立米共修建五小水源工程

1972处．不仅如此，又在香磨山、白杨木河等灌区实行计量供水，

按方收费，稀植浅灌等科学办法，使全县水田面积大幅度增长，到

1985年为止，全县水田面积达23．o万亩．创历史纪录．

此外，这个时期涝区的治理和防止水土流失，成绩显著．这个

阶段，全县打防病改水井78眼，使72个屯、4．53万人口吃上了无病

害的优质水，有效地防治了地方病的发生．

建国36年来i木兰县的水利建设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各种

水利工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遍及全县。到1 985年全

县通过蓄水、引水、提水，钻井等形式发展农田灌溉，。建成各种灌

溉工程656处(’不包括组合井) 其中：蓄水工程122处，引水工程

6 1处，提水工程240处、机电井234眼，另有组合井‘1 548眼。

整修加固堤防长度34．4公里，可抗御设计标准20年一遇的大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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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保护耕地面积4．6万亩j保护灭口’4．5方父0羔0’：鬈?0■j．．i；一

开渠排水治理内涝，旱田改水田等措施，j治理‘内涝20．5万亩：’

开展水土保持，治理水土流失。造水土保持林12．462万"亩q修

筑地埂、挖截流沟等措施，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34．96万亩 利用

水能，建设小水电站，共建小水电站6座，其中香磨山电站正常运

行发电。

打防病改水井，进行防治大骨节病，地甲病等地方病，并且开

展了对无水源村屯，贫水区的饮水建设，共打成防病改水井和深井

78日1{，使72个屯，4．53万口人吃上了无病害的优质水，其中有49个．

屯，2．45万人吃上了自来水。

此外，建立建全了县、乡、镇和重点工程的水利管理机构，随

着水利事业的发展，不断地充实和加强·通过培训和实际工作，培

养壮大了水利科技队伍，现有水利工程师8名，助理工程师4名，水

利技术员21名，并且开展了水利设计，施工等方面的技术革新。根

据水利建设的需要，改革了人事制度，相继成立了水利排灌设备物

资公司，水利技术服务公司和水利工程建设服务公司等为水利建设

服务的企事业单位，从而适应了水利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36年来，全县共完成总工程量达2310万立米，修建了各类水利

工程近4000处，国家对木兰县水剩投资总额达2，477．08万元。由于

兴修了大量的农田灌溉工程，使全县水田面积迅猛发展，1 985年全

县水田面积达到23．o万亩，是1949年的4．5倍。全县向国家交售水

稻6000万斤，创历史最好水平。

木兰县的水利建设事业，任重而道远，艰巨而光荣。今后，认

真贯彻党的富民政策，努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依靠全县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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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大搞水利的光荣传统．充分发挥水利战线上的科技人员和全体

职工的聪明才智，定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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