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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建时泄洪洞施工现场

竖井施工现场 洞身施工现场 泄洪洞竣工泄洪

叠邈
续建竣工典礼会场 ’县长王成章讲话



宋广志局长检查土坝碾压质量 李 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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蘼辫承瘁位于饮马河支流双阳河上，在县城东二公里处的甩湾

镰’≯礅原名为甩湾子水库；由于该水库是在双阳河千沆上，并且
涟在双阳镇附近，1964年lOft]经市、县有关部门共同议定更名为双

．。阳水库。

本水库是1958年5月开工，于1964年9月基本建成；1976年8月

至1978年10月，进行了除险加固。水库集水面积225平方公里，大

坝长1，520米，最大坝高14米，总库容7，780万立方米。 ，

‘本水库是双阳河干流上唯一的一座控制性工程，是全县规模最

大的一座水利工程。由于位置重要，担负着保卫双阳县城岭下部份

和双阳河中下游广大农村汛期安金的艰巨任务。水库的建设改变了

过去荒郊野岭无人顾及的局面。现在已成为双阳县和长春市主要旅

游胜地之一。由于这里水源较为充足，除了保证农业用冰以外，将

来势必做为双阳县城的一个补充水源。 、

‘

水库修建以前，双阳河沿岸经常遭受洪水侵袭，特剔是每年汛

期老县城都受到严重威胁。1953年汛期大水，老县城平地水深一米

多，街里摆起了筏子，倒塌房屋300多间，淹没土地13，677公顷。造成

直接经济损失达10万元。水库建成后，由于水库管理人员加强了汛期

啁度工作，充分发挥了水库拦洪错峰作用，保证了下游安全。1964年

上游降了30年一遇的暴雨。洪水总量1，320万立方米，全部拦蓄在

幸内；1973年降了超过50年一遇的大暴雨，7月30日最大入库洪峰流

量427立方米／秒，洪水总量为820万立方米，水库在下游河道出现

共峰时，水库关闭闸门，错峰四天，开始放流10立方米／秒，削减洪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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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l％。大大减轻了双阳河中下游洪涝灾害，保证了汛期安全。水

库通过除险加固后，抗洪能力有，了进一步提高，1985年汛期，水库下

游共保护村屯23个，144个农业社，16个居民委员会，计8万余口

人，一6，500多公顷土地。二十多年来实际运行情况表明，水库经受

住了大洪水考验，不但基本控制住了较大洪水，阿时对特大洪水也

具备了一定抗御能力。
’

j 、。

j 水库拦洪蓄水以后，还实现了变水害为水利，为发展水蔚提供

了水源。建库以前双阳河流域只有’130多公顷水田。196．4年以来，

在灌区工程不配套的情况下，本着自力更生，勤俭办灌区的精神，

在水库下游双阳河沿岸先后有400公顷旱田改成了水田，有1，200公

顷常年积水的塔共甸子涝洼塘开成了水田。总计水田面积达到了

2，000公顷卜j占设计蕨蓥面积均834。二十多牟紊灌区水稻产量

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也不龋增加oi萋簿董静婢势止f英为国家生产出
水稻一亿八千六百万斤，。增加经济收入2，244万元。相当于国家对

水库和灌区工程历年投资总和的3．3倍。随着农业增产增收，有力

地促进了灌区生产基本条件的改善，据调查1985年金灌区水稻实行

大棚育苗和机械播种的已有600公顷，占全灌区水田总面积的30％；

水田机翻面积已达到2，000公顷，占100％。农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有了明显提高，1985年灌区人均收入达到。了463、竞，比附近纯幕褥获

社人均收入高27％；灌区农民住的房藿省原寒土坯房蘸麓篱嚣房的

有4，390J占，占总农户的33‰有电视机均旅沪．．已达封704，’有洗衣

机的为30鼽、1959年以来，币j用水库周围的水土资源，开展了养鱼

和植树造林等事业。逐步美化了附近的自然环境，+形成了山清水

秀、．风景宜人的游览场所。这里不仅已成为双期镇和附近村屯居民

游玩侏崽的公园，‘充实了双豫县人民的文化生活，为双阳镇增添了

．o'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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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彩，同时还吸引了一批批长春市及外地旅游人员，1984年最多、

共接待了游客一万多人次。增加了水库管理所的经济收入。

二十多年水库工程的建设与管理，．也有了一些经验教训。

。双阳水厍工程，是在1958年大办水利的形势下动工修建的，由

于当时急于求成，边施工边设计，事先没有进行勘探规划，设计工

作粗糙，考虑不周，造成后来先后七次修改和补充工程设计，给工

程施工带来了_定困难，同时，在水库施工过程中正处于国民经济

调整时期，使水库施工几上几下，不仅拖延了工期，也增加了工程投·

资。在1976----1977年的除险加固施工时，投资被挪用24万多元。施

工管理混乱，损失浪赞严重。水库建设工期历时七年才基本建成。

水赞是水库灌区管理的主要经费来源，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水

费征收低于国家规定标准，灌溉面积与实收水费面积相差较大。加

之水费征收工作得不到有关领导应有的支持和重视，从1964年到

1985年22年统计，累计只收入水赞324万元，平均每年为1．47万元，

仅占应收数的69％，加之经营管理不善，因而造成了灌地不少，i水费

收入不多，连续多年亏损，捧着金碗要饭吃的被动局面。1984年管、

理所实行专项承包，。改善了经营管理，建立健全了岗位责任制，在

灌溉供水和征收水费上实行了，合同制，．收到了明显经济效果；不仅

实现了管理经费自给，还节余了3．9万元。

1979年水库工程经过除险加固以后，抗御洪水能力达到千年一

遇洪水橱准，汛期安全有了可靠保证，但是由于库区淹没范围内，

还有佟家乡的三个农业社，搬迁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水库不得

不将原设计最高洪水位221．59米降到219．30米，使安全蓄洪水位降

低了2．20米，调洪库容减少2，200万立方米。绐冰库汛期调度带来

了很大困难，也势必影响水库下游城乡汛期安全。



水库灌区，由于只有渠首拦河闸和两条干渠为永久性建筑外，

其他均为临时性措施，因此，灌区无法实行计划用水和测水量水，

不仅浪费了水量，同时也影响了水田生产发展，为了加速水库灌区

观代北建设，应尽早搞好灌区渠系工程配套，积极开展水稻灌溉试
p

验期境，为发展灌溉，节约用水，提高产量提供科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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