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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青龙满族自治县水利志》出版在即，编者嘱我作序，只好写几句附骥了。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之一。水利不仅是农业的命脉，而且关

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关系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的安定。青龙是

一个旱涝灾害频繁的县，多少年来，青龙各族人民同水患、旱灾进行了艰苦卓绝

的斗争。特别是建国后，青龙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进

行了大规模的治水运动，兴建了一大批水利工程，对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工

业生产发展，改善人民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斗争惊天地而泣鬼神，其成就

为亘古未有。青龙人民用血汗和勤劳写就的历史，无论对现在抑或未来都是宝

贵的财富，将其整理辑印成书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青龙的水利建设，也有过曲折，出现过失误。不仅总结和研究成功的历史经

验，而且总结和研究失误甚至是失败的历史教训，这对于现实和未来都有着十

分重要的意义。诚然，志书不是总结和研究这些经验教训的专著，但历史毕竟是

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中获取较为系统、连贯的历史资料，得到教育和启迪。这

就是志书。存史、资政、教化"之作用。

青龙俗称“八山一水一分田"，水利资源丰富，今后的水利建设任重而道远。

我们必须把水利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全面规划，综合治水，真

正办成一些大事、实事，服务当代，造福子孙。诚望水利建设者们发扬青龙人民

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为青龙的水利建设再谱新篇。

《青龙满族自治县水利志》体例完备，内容宏丰，资料翔实，不仅准确地记载

了青龙水利建设发展的历史，而且客观地记述了青龙人民在治水过程中所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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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聪明才智和光辉业绩，体现了时代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以此资政育人，利在

当今，功在后世。鉴古而知今，我深信，《-t龙满族自治县水利志》的出版，不仅对

于青龙的水利建设，而且对于青龙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

定大有裨益。值此，谨向为这部志书的编写出版付出辛劳和给予帮助的所有同

志、所有单位致以真诚的谢意。

青龙满族自治县县长 董先

1991年12月10日



凡 例

凡 例

一、《青龙满族自治县水利志》是青龙有史以来第一部水利专志。上限起

于有文字记载的事物发端，下限断至1985年，个别事件略作下延。

二、“青龙满族自治县”于1987年5月成立，前称“青龙县一。志书记载事件

以1985年以前为主，故志书中称。青龙县一。记述范围以1985年县行政区划为

准。
‘

三、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结合的方法编写，从中华人民共和

国(简称新中国)建立后开始记述。

四、新中国建立前，以朝代、国号纪年，括号内加注公元年号。建国后一律

以公元纪年。

五、 志书中称谓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注明简称。再次出现时用简称。各

历史时期的行政及地域名称，均用当时使用的名称，必要时加注。

六、 志书中数字用法，按国家七委局《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

定》书写。

七、地面高程均采用黄海高程。

八、计量单位按国家计量局的规定书写。凡四位以下数字以“个"为单位，

五位以上数字以。万"为单位，九位以上数字以“亿一为单位，小数点以下取两位

数。

九、本志贯彻生不立传原则，对生人不设人物传，对有贡献的人物采用以

事系人方法记述。

十、本志附图附表均按章排列序号。
． 十一、本志资料主要取自承德地区水利局、档案局；县档案局、水利局、统

计局和农、林、工业、气象、县志办公室等部门以及调查访问口碑材料。数字以县

统计局、水利局各时期档案资料为准，不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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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青龙县位于燕山山脉东段，明长城北侧。东部和东北部与辽宁省绥中县、凌

源县、建昌县相连，西部和西北部与宽城县接壤，南部隔长城分别与抚宁县、卢

龙县、迁安县、迁西县毗邻。东西横距88公里，南北纵距57公里，总面积3508平

方公里。1985年青龙县辖9个区，一个区级镇，49个乡，414个行政村。境内居住

8个民族，总人口47．98万人。其中满族人口最多，占总人口的52．9 oA。原属承

德地区管辖，1983年6月划归秦皇岛市。

．青龙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南盘老岭(海拔1424米)，北踞都山(海拔

1846．3米)遥相对峙。地势东、北、西三面高突，中间略凹，南部较低。自西北向东

南倾斜。境内山脉大致东西走向，南部山脉横亘边境，为冀东平原北部天然屏

障。闻名于世的万里长城，尤如一条巨龙沿着山势，蜿蜒起伏。沿线有许多历史

形成的险峻关隘。如冷口、桃林口、界岭口、义院口、刘家口等。这些关口是青龙

进入口里的重要通路。

青龙县山场面积2807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80％，耕地面积357平方公

里，占总面积10％，河川面积344平方公里，占总面积10％，俗称“八山一水一分

田"。境内褐土分布较广，占总面积的79．6％。山顶与坡脚为棕土、褐土，生长着

松、柞、桦、杨、椴等山地林木和板栗、核桃、苹果、梨等干鲜果树。河川坡地为沙

壤土，种植高梁、玉米、谷子等农作物。青龙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季干旱，

天气多变；夏季高温，降雨集中；秋季晴朗，昼暖夜凉；冬季寒冷，干燥少雪。年平

均气温8～9．9摄氏度，极端最高气温38．7摄氏度，极端最低气温零下29．2摄

氏度，全年无霜期152天至170天。年平均降雨量721．4毫米，是河北省暴雨中

心之一。

境内有主要河流lo条。最大河流青龙河从东北向西南贯穿全境，成为青龙

县的大动脉。另有沙河、星干河、起河、都源河、南河汇入青龙河，形成了密度较

大的水系河网。平时河水清澈，变化平稳，汛期洪水浑浊，暴涨暴落。

青龙水资源总量lo．50亿立方米。其中地表径流量(自产水)7．96亿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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