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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修院志的同志，邀我为院志写序，序，就是开头．四十年前建院的元老
们为吉林水院的历史开了一个很好的头，立下了丰功伟绩．四十年后的今天，

我们继往开来，为吉林水院的发展繁荣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就是序，
是新纪元的开头．

经历了四十年的吉林水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现已发展

成一个综合性的有千名职工87个专业的甲级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吉林
水院现拥有国家颁发的各种资质证书16个，其中甲级资质证书工。个， 拥有
8000余万元的固定资产，并配有先进的地勘、测绘、试验、环评、出版和计

算等仪器和设备，除水利水电主行业外，已步入了国内外其它行业土木建工
程中，并赢得用户们的好评．

四十年来经过水院两代人的努力拼搏，甚至牺牲生命，共为国内外用户

提供了五百多项工程勘测、设计、咨询和监理服务，为吉林省的经济发展，
尤其是水利水电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全院职工屏弃旧的传统观念，锐意进取、大胆改革、重于实践，

使我院逐步走出了经济的低谷，职工的基本生活得以保障，并且在不断地采
取措施、增强后劲。这一切都得益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全院职工辛勤劳

动的结晶，是社会各界关心厚爱、支持、帮助的结果．
一部吉林水院志，记载风雨四十年．在建院四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

谨代表院领导班子、院党委及全院职工，向过去曾经给我院支持，帮助的各

级领导、各界人士，向曾在我院工作过现已调离的各位同志表示衷心的谢意．
对为吉水院发展建设做出贡献的现已故去的同志们表示深切的怀念．

我相信，我们吉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在上级主管部门领导下，
在社会各界关心支持下，全院职工发扬“院兴我荣，院衰我耻，同舟共济，发

展经济升精神，继续努力，一定会以崭新的面貌跨入2l世纪，迎接新的挑战!

谢万库

一九加L年八月十二日



编纂说明

吉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已经历了40年的发展历程．在几代人的

艰辛努力下，现已成为专业齐全、设备先进，以水利水电勘测设计为主，包

括岩土工程、工程施工、工程监理、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总承包等综合性

的甲级勘测设计研究院．

院志的编纂工作，起源于1984年，当时以艾仁厚同志为组长的编纂领导

小组和工作人员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完成了从1958年建院伊始到1985年的院

志初稿，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正式定稿出版．1998年是建院40周年，为弘扬院

史、激励后人，院于1997年成立了院志编委会，将1986年至今的发展过程续

编下来，同时对原稿进行了修补，合为吉水电院40年．

其中，概述、沿革、大事记等有些章节从1958年延述至今，而个别章节

则从1986年分为前后两部分分别记述．由于1985年之前以计划经济模式管理，

而从86年开始步入市场经济，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所以前后工作各有

侧重，记述内容重点也各有突出，不尽相同。

本志初稿于1997年完成，有些资料截止时间为1996年末，定稿时由于时

间仓促没有延续到1998年．特此说明．

本志以归档的文书档案为依据，个别材料进行了调查、了解、走访、核

实。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反映建院40年来的发展经历，再现吉水电院的生

命轨迹，以借鉴历史，指导未来．

由于时间紧促，水平有限，不当之处，请读者斧正．

院志编委会

一九九八年八月



概 述

吉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始建于1958年．经过40年的发展壮大，

在几代人的艰苦努力下，现已成为专业齐全、设备先进、作风过硬的甲级勘

测设计队伍．持有国家颁发的甲级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证书．可独立承担大、

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的勘测设计任务．现有职工702入，其中高级职称164人，

中级职称237人，37个专业，30+职能处室及基层单位。具有一整套质量保

证体系，并已通过ISO一9001国际质量标准认证。

40年来，．吉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吉水电院)为吉林

省流域规划、水库、电站工程设计、灌涝区设计、防洪除险、农田整治等做

了大量工作，为吉林省水利水电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86年实行企业化管理以来，全院职工在党的路

线、方针指引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胆解放思想，不断深化改革，开拓

进取、励精图治，取得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丰收。近年来，产

值和资金收入稳步提高，职工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1998年被吉林省委、

省政府授予省级文明单位光荣称号．

1958年，随着全国水利建设高潮的到来，原吉林省水利厅勘测设计处的

技术力量和勘测设备已适应不了形势发展的需要。为此， 吉林省水利厅于

1958年7月31日，以吉水人字第263号文向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呈报了“关于成

立吉林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的备查报告"。吉林省人民委员会于1958年9

月20日以吉编肖字第881号文批复“同意将原吉林省水利厅勘测设计处扩建

为吉林省水利勘测设计院．为吉林省水利厅直属事业单位， 事业编制为700
久。 ，

吉林省水利勘测设计院从1958年9月26日启用印鉴．在编人数为604人，

其中原吉林省水利厅勘测设计处232人， 其余人员来自水利部沈阳勘测设计

院和哈尔滨勘测设计院等单位。

1959年9月18日根据吉林省人民委员会以吉编依字538号文将吉林省水利

勘测设计院变更为吉林省水利厅勘测设计院。



1968年9月，根据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吉革发(68)249号《关于建立吉林省

水利勘测设计院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建立吉林省水利勘测设计院革命委员
名k
Z；·

1979年1月，撤销吉林省水利勘测设计院革命委员会， 恢复吉林省水利

勘测设计院．

1990年4月，吉林省编制委员会以吉编事字(1990)69号文批复， 同意将

吉林省水利勘测设计院更名为吉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1995年8月，吉林省科委(函)第88号批复， 同意将吉林省水利水电勘

测设计院更名为吉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研究方向为吉林省水利水

能的规划与开发、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地质问题的研究与基础处理技术的开

发、水利水电工程除险加固技术的研究、工程软件设计和CAD技术的研究与

开发。

近年来，吉水电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努力探索适合院情的企业内部管

理模式，深化企业内部机制改革，不断拓宽业务范围，大力发展多种经营，

取得了可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从1958年建院到1985年， 在计划经济年代， 吉水电院共完成流域规划

49项；灌区规范19项；涝区规划15项；其他规划18项；水库设计45项；灌涝

区设计14项；抽水站、电站设计41项；其他方面设计35项；科研项目19项。

为吉林省水利水电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自1986年以来，本着“一业为主、两头延伸、多种经营竹的方针，不断

拓宽业务领域，在省内外开展了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工程总承包、水土保

持、岩土工程、地籍测量等业务，取得了新的发展．
在此期间，开展流域规划21项，规划面积39万平方公里；提出水库工程

设计报告17份，总库容13．68亿立方米；水电站设计16项，总装机容量15万

千瓦；灌涝区设计27项，灌溉和排涝面积43万亩；引水供水工程设计8项，

引水量3．1亿吨／年；完成5座水库的除险加固设计；建筑设计31．38万平方米；

水利水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56份．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建院40年来，吉水电院获重大科技成果奖(含计算机软件)38项，其中

获得国家级奖励5项，省部级奖励28项，计算机软件lo项．

仅1978年一年，就有6项成果被评为吉林省重大科技成果． 其中《(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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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洞大跨度地下洞室的光爆喷锚支护衬砌技术》被评为全国科学大会奖．

《星星哨水库设计》1982年被评为七十年代国家优秀设计奖．《吉林省水利

区划》1985年获得省农业区划优秀成果二等奖，1991年又获得全国农业区划

优秀科技成果三等奖．《中国水资源利用(吉林省部分)》1988年获水利电

力部科技进步二等奖，1989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吉林省奶头河水电

站工程设计》1991年获省优秀工程设计一等奖，同年又获全国优秀工程设计
铜牌奖．

在完成的流域规划项目当中，具有代表性的属第二松花江流域规划。根
据第二松花江水土资源和国民经济发展需要，规划水平年为2000年及2030年，

规划面积7．3万平方公里，经济内部回收$12—13％，投资回收年限一般均小

于10年．第一期工程已安排，受到了省政府的好评．鸭绿江干流(中国侧吉

林段)整治规划是在1995年该干流遭受特大洪水灾害后进行的，由于特大洪

水，损失高达数亿元，吉水电院编制以防止界河改道和国土流失为主要内容

的防护工程治理方案，规划总长575公里，1996年7月完成，为维护国家的领

土完整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做出了贡献。

从1986年以来所完成的17项水库工程设计中，其中已建14项，在建3项．

杨木水库是以辽源市供水为主并补偿农用水，总库容9411万立方米，所

承担的土坝和溢洪道设计已于1987年6月圆满完成，由于采取多方案比较，

优化设计，比初设降低工程概算投资120万元， 工程设计和勘察均获得省优

秀勘察设计．-等奖。

最值得记述的是待建工程哈达山水利枢纽，以供水和灌溉为主，结合环

境、航运、发电和防洪，是一座综合利用的水利枢纽工程．每年向辽宁省供

水31．5亿立方米。总库容42．2亿立方米，是省内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也是

吉水电院建院以来所承担的最大的水利工程设计，是关系吉林、辽宁两省经

济发展的重要工程，经计算，两省每年可获得经济效益39亿元，已被省政府

列为“九五谛规划的重点项目．1998年完成了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

目前正在作调概及经济评价工作，近期将完成上报．按水利部规划总院

咨询意见补做地勘工作，并着手考虑安排初设．

1986年以来所设计的16座水电站，其中已建8座，在建8座．所设计的中



型水利发电站一两江电站，是国务院确定的6个第二批电气化试点县的重
点工程，是以发电为主的综合利用工程，水库总库容2亿立方米，电站装机

容量6万千瓦．为适应市场经济，满足业主的需要， 院领导组织专业队伍，．

日夜奋战，仅用70余天就完成了可研报告，1991年完成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

计，现此项工程正在兴建中．

西藏自治区巴青电站设计是省政府交给的援藏项目，电站虽小，但却关

系着当地3万藏民工农牧业发展和生活的改善，1995年完成施工图设计， 由

于快速高质量地完成了设计任务，吉水电院被省政府授予援藏先进单位．

在已建成的27项灌涝区的设计工作中，较为典型的工程是洮儿河灌区．

该工程是贯彻省政府关于“531∞工程中即到本世纪末增产百亿斤粮食的重

要工程，根据业主建设55．15万亩灌区的要求，采取多渠首的引水方式， 为

了加快进度，选优方案，院领导带领技术人员与当地政府领导现场办公，很

快确定了分水方案和干渠走向等有关问题，所承担的9项初设和技设至1995

年4月全部完成，受到了业主的好评。

梨树灌区是个改造工程，总土地面积152．2万亩，1992年8月完成配套加

固一期工程初步设计，设计面积为30万亩，因资金问题未实施．1996年为贯

彻水利部“关于‘九五’期间重点灌区续建配套项目管理办法∞，迸一步完

善工程措施，同年完成了梨树灌区续建配套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在堤防工程设计中，第二松花江近期防洪工程是省“九五"期间重点建

设项目之一，设计近期防洪标准为50年一遇洪水，设计全长315．5公里， 堤

防除险加固总长653公里，江道险工整治78处，总长71公里． 新建改建穿堤

涵洞9l座等，在1993年至1996年，防洪规划、可研报告及初设已完成，分别

报水利部待审批，现正在进行施工图设计．

吉林省东西辽河三江地带防洪工程是水利部列为。八五"计划国家补助

地方的基本建设项目，是省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之一．1987年3月完成了初设

报告，1990年7月完成技施设计，1992年末竣工． 受到水利部和省政府的好

评。其工程的主要特点是实现了堤防管理现代化，名列全省第一，交通、通

讯、防洪一体化．并为国家节省160万元的投资． 运行后取得了重大的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1 995年获省最佳工程设计特奖．

在8项引水供水工程设计中，较大的引水工程是引松入长工程， 它是世

行贷款项目，1985年4月完成规划报告，1988年10月完成可研报告， 按照到

2000年从第二松花江引水3．08亿吨，并建设日供水48万吨水厂的要求， 经多

方案比较推荐并经中国国际咨询公司评估，确定三级提水方案，通过二根直

4



径2．o米的管道方案。：霍E1992年5月完成该工程引水部分的初设，布置了一二

期工程，受到了业主的好评。 、

1986年以来，为了拓宽业务领域，逐步把勘测设计工作打入国际市场。

1996年承担的苏丹国新自尼罗河大桥乌姆杜尔曼侧引道路堤地基处理工程，

所选定的振冲碎石桩和反压护道排水固结相结合的综合方案，提高了地基的

承载力，满足了工程的要求，经国内外专家审查一次通过，受到好评。

四

近些年来，吉水电院加强党的领导，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

策。围绕振兴经济开展党委的各项工作，以提高全院职工政治素质和业务素

质为宗旨，以创建文明单位为目标，针对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确定工

作议题，开展生动活泼行之有效的教育，组织全院职工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学习党的重要会议精神，以开展专题讲座，形势报

告会，大讨论等形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进而使全院职工的世界观、价值

观发生了深刻变化，爱岗敬业的事迹层出不穷，好人好事大量涌现，近几年
间，有88人被评为水利厅及省直机关先进生产工作者，有1人被评为全国水

利系统先进个人，金晶悦同志被授予省劳模，并被评为全国水利系统先进工

作者；张颖同志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田雨茂同志被授予吉林省设计大师；谢万库同

志被授予吉林省优秀勘察设计院长。在业务领域出现了一批各专业的拔尖人

才，有12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院党委在1991年和1994年分别被授予省政府

机关和省政府直属机关先进党组织；院在1997年被授予省直机关精神文明单

位．1998年2月被省委省政府授予省级文明单位。

党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建院4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后，院领导班子虽然经过多次调整，总是团结协作，密切配合，努力奋斗。

在80年代末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因国家减少对基建投资，勘测设计市场疲软，

院活源较少，他们不气馁，想方设法广揽活源，使院的经济有了新的发展。

他们狠抓管理，向管理要效益。大力开展“双增双节∞活动，精打细算，减

少开支，勤俭度日。制定经营政策，用政策调动全院职工的积极性；广搜信

息，广揽活源；广开业务领域，多方位地增加经济收入；狠抓勘测设计产品

质量，赢得业主信誉，努力占领勘测设计市场。他们清正廉洁，克已奉公，

不说空话，带头实干，重视以人为本，逐渐造就出一支生机勃勃敢打硬仗的



两级班子和职工队伍，使设计院的经济一年登上一个新台阶，年年创历史最

高水平，被职工誉为信得过的领导班子．

五

近年来，吉水电院深刻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内在含义，大

力推广应用新技术，召开科技兴院大会，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开发和应用
新技术的力度，在工程设计中应用新技术20多项，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电子计算机技术的推广应用和开发是新技术开发的重点， 现电子计算机

利用率已达80％以上，全院计算机CAD出图率达53％，有的处室达到80％以上。

电子计算机在各专业的覆盖面达100y,，院职能部门也基本上得到了普及。由

吉水电院开发的水文分析计算程序软件，受到水电部的表彰和奖励，在全国

水利部门推广应用；所编制的中小型水电站水机辅助设计程序软件，填补了

当时国内中小型水电站水机辅助设计的空白．

在质量管理工作中，根据国家计委文件精神，1986年推行全面质量管理，

由于成绩突出，1992年被国家建设部评为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先进单位。贯标

认证工作通过两年多的努力，现已通过ISO一9001国际质量标准认证．

吉水电院从1986年起开始试行技术经济责任制，这一责任制的内涵是划

小核算单位，下放权力，实行责、权、利相统一，把日常的各类管理，纳入

到技术经济责任制中来，用制度、法规的形式加以确定，是全面全方位深化

改革的重大举措，通过在实践中不断修改和完善，使这一制度更趋于成熟，

至1993年，进一步实行技术经济承包责任制，规定“包死基数，确保上交，

超收多留，欠收自补”的原则，并明确下放经营决策权，劳动用工权，人事

管理权，工资、奖金分配权，物资采购权等权力．实践证明，这一责任制符

合本院院情，适应了市场竞争的需要，极大地调动了全院职工的积极性，对

减少浪费、降低成本、增加效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财务管理工作紧紧围绕“责任制”的运行，坚持开展以增收节支为内容

的“双增双节一活动，把勤俭节约放在主导地位，加强成本核算和财务管理。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各专业技术队伍的技术补充，更新和换代．

吉水电院本着“学用结合，按需施教，的原则，先后举办各类专业技术培训
班44期，培{J111268人次，外送培训248人次，举办各类技术讲座66期， 培训



3300A次，为提高专业技术队伍的业务素质参与市场竞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t993年，被水利部评为全国水利系统职工教育先进单位．

．L
，、

经过40年的发展壮大，全院现有固定资产3102万元，房地产60748平方

米，其中住宅43215平方米，办公场所两处1330；4平方米，其它用房4229平方

米．拥有计算机91台套，各种车辆26台，各种型号钻机24台．有GP8全球卫

星定位系统和远红外线测距仪8台．以及先进的物探、试验、出版等设备．

吉水电院拥有一批年富力强的技术骨干和一支兢兢业业的干部队伍，

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恪尽职守，任劳任怨，为吉水电院的振兴与发展

而勤奋工作．

吉水电院的历史是一部艰苦创业、团结求实、拚搏进取的奋斗史．建院
40年来，广大科技工作者，特别是外业工作人员，足迹遍布了吉林省的山山

水水，他们青山做伴，江河为伍，几代人的呕心沥血，谱写出一首首奋斗的

诗篇，描绘出一幅幅壮丽的蓝图。全院职工在“院兴我荣，院衰我耻，同舟

共济，发展经济讳院魂的感召下，以高度的主人翁精神，勤勉敬业，奋发图

强。以誓风正悬头帆升的企业精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乘风破

浪，勇往直前。

眇}，



第一章沿革

第一节建院至“四清并时期(1958年9,9—1967年2月)

吉林省水利勘测设计院的前身是吉林省水利局勘测设计处，共有232人，

承担省内中小型水利工程设计工作．1957年完成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

现农业合作化之后，全国农村普遍兴起水利建设的高潮，各种大中型水利工

程建没齐头并进，原省水利局勘测设计处无法满足和适应当时水利建设高潮
的要求．

1958年7月31日，吉林省水利厅以水人字第263号文，向吉林省人民委员

会呈报了《关于成立吉林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的备查报告》，报告中提出：

。1958年5月下旬，水利部副部长刘澜波在三省(吉林省、黑龙江省：辽宁省)

会议上确定，将原长春、哈尔滨、沈阳设计院撤销，中央成立一个总院，三

省各成立一个设计院．吉林省副省长徐元泉指示，即正式成立吉林省水利电
力勘测设计院升．

1958年8月29日，吉林省水利厅以水人字第292号文，向吉林省编制委员

会呈报了《关于报请水利勘测设计院机构编制的请示》指出：按徐元泉副省

长的指示，成立吉林省水利勘测设计院．

1958年9月20日，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吉编肖字881号文Ⅸ关于将水利勘测

设计处扩建为院的组织机构人员编制的批复》称：同意将原吉林省水利厅水

利勘测设计处扩建为吉林省水利勘测设计院。为水利厅直属事业单位．该院

下设办公、规划、设计、技术、勘测、试验、资料图书等七个室，在原事业

编制270名的基础上增加430名，今后事业编制为700名，其中包括党、 团、

工会人员编制数．

1958年全院总人数为604；人，其中原设计处232人，沈阳、哈尔滨、长春

三个设计院调入341人，其他单位调入31人．

建院初期，省水利厅责成谭维斌、查明阳负责设计院的领导工作。

1959年4月10日，中共吉林省委农村工作部通知省水利厅党组：3月10日

省委书记处会议决定，任命贾文副厅长兼吉林省水利勘测设计院院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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