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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宁夏位于祖国的大西北，地处黄河上游。区内当地水资源量少质差，社

会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于过境的黄河之水o“天下黄河富宁夏”、“塞上江

南"所说的是北部引黄灌区，这里正是宁夏的米粮Jfl o而面积广大的中部风

沙区干旱少雨，风尘肆虐，虽有扬黄工程发展水利，但至今还很难从根本上彻

底解决当地的农业用水与人畜饮用水问题。南部山区丘陵起伏，沟壑纵横。

说起“西海固"，人们往往与干旱、缺水、多灾多难联系在一起。

海原县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三大县。县域自

然条件差，生态环境不佳，十年九旱，仅有的一些降雨常常会造成严重的水土

流失。农业产量低而不稳，人畜饮用水时常告急。长期以来，旱灾水荒一直

制约着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至今仍被列为国家级贫困县j根据地理环境和

水资源的状况，海原县已由南部山区划人宁夏中部风沙干旱带。在这片广袤

的土地上，生活着38万回汉人民。除兴高李扬黄灌区及少量库井灌区外，许

多乡村的农业生产依然是广种薄收，靠天吃饭。对此，水利工作者责无旁贷，
，

‘

●

任重道远o

海原县人民是勤劳勇敢坚强不屈的人民。解放后，在自治区党委、政府

的大力关怀与支持下，在历届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海原县人民艰苦奋斗、

自强不息，兴水利、除水害，创造了一个个抗旱治水的奇迹。修水库，建沟坝，

打井打窖，挖渠引水。水到之处，绿染旱塬，水利水保事业得到长足进展o

50多年来，海原县水利水保工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水地面积由最初

的不足1万亩发展到近20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由几十平方千米达到

￡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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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多平方千米，取得了防汛抗旱、农业灌溉、解决人畜饮水和水土保持的

综合效益。特别是近年来，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立足于当

地资源性和水质性缺水现状，及时调整治水思路，实施山、水、田、林、草、路

综合治理，库、坝、塘、井、窖、池联合运用，再度掀起拦蓄洪水资源、兴建水源

工程、解决人饮困难、改善生态环境的水利建设新高潮，使山区水利建设有了

新的突破和进展。

难能可贵的是，海原县在水利发展和改革中不断探索、勇于实践，总结出

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水经验。如园河流域的“五库一坝”联合运用，县境中

北部“淤垫结合”的洪漫沟坝地建设，有效收集雨水的硬化集水场建设，拦截

泥沙延长库坝寿命的生物拦沙坝建设等等。这些水利设施为当地经济社会

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盛世修志，《海原县水利志》的编修与出版，是海原县水利史上一件盛

事。这本志书既传承历史，又记述现状，是一本存史资政、承前启后的可鉴资

料。希望各级水利工作者修志并能用志，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山区水

利发展步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夯实基础。

今年，海原县又遭特大干旱，全县人民不屈不挠，力战旱魔，谱写了又一

曲抗旱救灾的新篇章。斯土斯民，感人至深。应县水务局同志的嘱托，愿以

此序与家乡人民共勉。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党委书记、厅长
l

衷 礅．
2006年9月



序 二

。《海原县水利志》付梓，适逢二o o六年九月，正值全县上下抗旱救灾的

关键时刻，诚以致贺。

海原历史上曾是水草丰美之地，近代以来，气候变化、风蚀、雨蚀、地震

以及乱垦滥伐等人为因素，加剧了水土流失，气候变化，逐渐成为生态恶化，

干旱缺水之地。数百年来，质朴强悍的海原民众，勤于稼穑，凿地为井，整田

筑坝，兴利除害，创造了许多治水奇迹，留下了丰富的用水经验。水利之史，

亦海原人民开创历史之迹o

水利兴修则受益匪浅，放任则受害无穷。海原是水资源十分缺乏的县

份，群众对水有着特殊情感，由于水旱灾害频繁，水资源利用率低等原因，很

早以前，海原先民们就开始了兴修水利的探索，其过程即为一部趋利避害，治

水用水，谋求发展的历史。解放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更

加重视水利事业的发展，每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兴水治旱，水利

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新时期以来，特别是从9 0年代后期至2 O O 5年，

海原水利事业迎来了一个极好的发展机遇。结合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历

史机遇，县委、政府提出“兴水治旱"和“避灾抗旱”战略，立足于资源性缺水

和水质性缺水的现状，再度掀起了一个以拦蓄利用雨洪资源为主要手段，改

善生态环境和解决人畜饮水困难为目标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高潮。至“十

五’’末全县灌溉面积累计达到19．92万亩，解决了20．2万人，4．5万头畜和

20万只羊的饮水困难，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043平方公里。一些骨干水

利工程的建成，为实施“避灾抗旱，项目带动，科教兴县"三大战略，和我县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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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腾飞，县域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水利支撑。勤劳善良的

海原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焕发出无比的热忱和无穷的创造力，开天辟

地，战风斗雨，精于治水，善于用水，消灾除患，化害为利，用勤劳与智慧开创

了新时期水利的辉煌篇章。

水利志，上承历史渊源，下启未来发展，既能留存人类治水功绩，亦能借

鉴用水中的得失。故尔治水者必鉴史，为政者必修志。《海原县水利志》纵

贯海原近百年来治水之史，载负着历史的重托，忠实地记录了海原人民治水、

用水的光辉历程，可留存，可参阅，服务当代，惠及子孙。同时，对当前水利

改革和今后水利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对振奋广大干部群众斗志，兴水治

旱，发展经济，产生深远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讲，水利志的出版不仅是水利

部门的一件盛事，也是全县人民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水者，生之源泉，民之命脉。愿我县水利事业日臻完善，为经济社会发

展倍增活力!

谨以为序。

中共海原县剥书记、政府账．岛力
2006年9月



序 三

海原县地处六盘山西北麓，属宁南山区。秦汉唐宋时代，这里水草丰美，

被誉为“畜牧耕稼膏腴之地”o但自明清之后，生态环境逐渐恶化，昔El的青

山绿水难以看到。迨至中华民国，天灾人祸不断，地方经济十分萧条。除居

住在河流边的老百姓尚有少量水浇地外，全县水利建设事业一片空白：

海原县解放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水利事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

力，修建各种水利工程。兴利除害，造福人民。但海原县的自然环境状况不

容乐观，我们没有得天独厚的水资源。因为缺水，海原县人民饱受干旱之苦。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水利是农业的命脉”o没有水，谈不上农业的长足

发展。

海原县全境降水量多年平均值仅为391毫米，地表水为8396万立方米，

其中多年平均常流水径流量为2576．5万立方米，其他均为雨洪径流；地下水

动储量3807万立方米，但有一半以上地区的水矿化度大于2．5千克／立方

米，难以利用。值得注意的是，县境各河沟的常流水水量锐减，有的已经干

涸；加之干旱少雨，许多河道多年不见洪水，致使库坝无水可蓄。由于干旱p

地下水得不到补给，加之部分地区过度开采，又使许多机井水量不足。无情

的旱灾，导致全县水资源总量下降了20％左右。

面对干旱缺水的严酷现实，海原县人民从不气馁，辛勤耕耘，在干旱的土

地上收获着微薄的希望。祖祖辈辈，生生不息。盼雨盼水，盼望生态环境的

改善，盼望水利建设给农业生产带来丰收。历届县委、县政府体察民意，奋发

图强，率领全县人民抗旱治水，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海原县的水利建设，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闸沟打坝、抗旱打井、农田

建设至今El的险库改造、开源解困、坝系生态建设，都是创新和实践的过程，

从中积累了库坝联合运用、淤垫结合洪漫沟坝地建设模式，总结出了高山封

育，灌草爬洼，坡地梯田化、沟道川台化的小流域治理模式，开辟了修建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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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和坝系生态建设新模式和解决农村人畜饮水困难的新途径。为山区充

分利用当地水源，有效治理水土流失提供了成功经验。建成的10万亩兴高

李扬黄灌区，明显改善了当地群众生产条件和生活方式，成为海原县农业发

展的主要产粮基地。特别是近年来，结合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

立足于海原县资源性和水质性缺水现状，及时调整治水思路，‘再度掀起了以

兴建拦蓄洪水资源的水源工程、小流域综合治理和生产建设为重点的水利基

础设施建设高潮。在洪水资源利用、大力发展节水灌溉、农村饮水解困、病险

水库改造、实施淤地坝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历史性

的突破和进展。并实现水务一体化管理，优化配置水资源，服务于大农业，为

促进农民增收增添了后劲。解放50多年来，水利水保建设遍地开花，规模空

前，这是几代水利工作者多年辛勤耕耘的结果。

面对未来，任重道远。水利建设要按照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节水为核心，建设节水型社会，改

善生活生产条件，促进人水和谐为目标，将有限的地表水、地下水和引黄水进

行合理开发利用，着力解决好农村饮水安全，大力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搞

好水土保持生态工程，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水资源保障。

编修《海原县水利志》，客观翔实地记述海原县水利建设事业的发展历

程，这是我们的责任。成绩微不足道，失误必须改进。值此海原县大旱之年，

我们要做的事还很多，愿水利工作者从这本志书中吸取经验教训，总结成败

得失，树立长期抗旱思想，全力以赴，为海原县的水利建设事业作出新的

贡献!

黼。水务局局长易％嘭z
2006年9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是资料性著述，广采精取，分类编排，力求全面记述海原县水利水保事业的

历史与现状。 ． ．

二、本志编写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时叙事，以事系人，尽力做到文风朴实，语言准

确，内容翔实，具有专业特点。

三、本志记事，力求横不缺项，纵不断线，详今略古。上限到有资料可考年代，下限至

2005年底，有些事件视需要作适当下延。

四、本志采用章、节式，横排竖写，以横为主，纵横结合。体裁为语体文，配以图、表、

录等。

五、凡地名、机构、职务、职业术语等名称按当时称谓记述。古代纪年采用汉字纪年，

括注公元纪年。统计数字、百分比等均用阿拉伯文数字。计量单位按国家规定标准书

写，个别数值较小的计量单位仍沿用传统单位表述。

六、本志资料来源于《海原县志》《宁夏水利志》和原《海原县水利志》(稿)、有关专

著、工作总结及调查材料、民间口碑等。

七、中国共产党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简称“自治区党委”，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

府简称“自治区政府”，中国共产党海原县委员会简称“县委”，海原县人民政府简称“县

政府”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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