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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尚义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内蒙古高原南缘，东洋河上游．境内

“十年九旱"，因此水成了制约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勤劳勇敢的

人民尽管世世代代辛勤耕耘，不断与水拼搏，然而由于自然条件和封建

制度等多种原因的影响，水土依然大面积流失，生态环境仍然不断被破

坏，旱水灾害交替发生，尤其是旱灾发生之频繁，灾情之深重，常常使

人民备受饥寒交迫之苦j全县呈现贫穷落后面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给尚义县人民带来了希望。在中共各级党

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县人民战天斗地，艰苦创业。在山区以水土

保持为中心，大力开展小流域治理，筑堤坝，疏河道，修水库，建梯
田，造林种草；在坝上高原以打井开发利用地下水为中心，打机井，建

园田，营造农田防护林。同时修建饮水、改水工程，以解除人民缺水吃

和饮氟水的苦难。经过40年努力，建成了一大批工程，‘取得了_定效

益，为进一步解除水旱灾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群众治水树立了榜

样，为振兴尚义县打下良好的基础。 ：：， j‘

《，尚义县水利志》是本县有史以来第一部水利专著，。它继承了修志

优良传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掌握统合古今，以今为主的精神，详细

记述了新中国建立后，水利水保事业发展的曲折里程，并寓经验教训于记

事始末之中，资料详实，记事准确，文字通顺，言简意赅。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修志人员付出了艰辛劳动，并且得到有关部门，
和人员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所限，难免有遗漏错误

之处，敬请读者给予指正。

李 志

1992年12月12日

(作者系尚义县县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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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本志是记述尚义县古今水利建设的第一部专著，上限按历史资

料尽量追溯，下限为1985年，个别事件延至脱稿时间。

二、本志取章节体，全志分十二章，章下设节。志首设《概述》，

章后设大事记，志末设附录。照片集中在前，图表穿插各章之间。
三、本志记年，1 949年以前皆以传统的朝代年号，括注公元年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采用公元纪年。
’

四、本志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资料，来自尚义县档案馆、

尚义县志、旧张北县志和口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资料，主要来自

张家口地区水利局、本县档案馆、统计局、水利局和民间口碑、调查访
问等。数字均来自本县统计局及水利局档案资料。

五、本志记述的机关、单位和地名，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并括注

简称，以后用简称。

六、本志中数字记法，按国家七委局《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
行规定》书写。志书中所用地面高程，凡不注明者，均为大沽高程。

七、本志文中数字采用阿拉伯字码。文字表述用汉字。万以下以个

为单位，万以上以万为单位，小数点以下取两位。
八、界境区域在历史上屡有变动，本志r21985年界境区域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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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义县历史悠久，古代为鲜卑、、乌桓、鞑靼等少数民族部落游牧之
地。清朝雍正二年(公元1 724年)，‘属张家口理事同知厅，归直隶省管

辖，垦殖日众，渐成村落。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改属张北县。民

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置尚义县设治局j驻地大青沟。民国二十

．五年(公元1 936年)日军侵占始设伪尚义县。1939年伪尚义县公署属伪

蒙疆政府察哈尔盟，驻地南壕堑．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成立尚义县
～

人民政府，属冀察区第十九专区j后改属察哈尔省第七专区．1946年我

．军战略转移，1948年第二次解放，复建尚义县人民政府，属察哈尔省：

1952年改属河北省张家口专署。。 ：： ，‘

· 尚义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内蒙古高原南缘， 东经1 13。49f一

1 1 4。29’；北纬40。447—41。327，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平均海拔1 431

米，最高海拔1 91 9米。东与张北县接壤，南以长城为界，与天镇，怀安、万全

各县毗邻，西北与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商都县交界。南北最长88．8公

里，东西最长55．2／／,k里，总面积2649平方公里．：按地形分为坝上和坝下

两个自然地貌单元：北部俗称“坝上，，，滩、洼、岗、丘交错分布，皇

波状高原景观，占全县总面积的48．1％，地广人少，耕作粗放，农牧两

业产量很低；南部俗称“坝下"，属阴山山脉马尾支脉，由浅切割破碎

坝缘和浅山区组成，沟谷纵横，水土流失严重，农业生产落后，产量低

而不稳。

，全县土壤为栗钙土，总面积353．28万亩，其中坝上非耕地占总面

积的59．44，其余分布地带既有坝上高原，也有坝下中低山和丘陵。暗
栗钙土32．96万亩，为大青山、大火堆山、西赛沿坝和牛群梁一带的主

要土壤；淡栗钙土48．76万亩，主要分布在坝下山区和河川区爹草甸栗

钙土45．09万亩，分布在坝上二阴滩和湖淖边缘，常与盐化草甸土，盐

土交错存在． ·

，， ．：

f．尚义县属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季少雨多风沙，‘夏季炎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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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凉爽，冬季严寒。全年温差较大，多年平均气温3．5。C，极端最高气

温35．7。C(发生时间1 961年6月1o日)，最低气温_31．6。C(I 980年1

月29日)。无霜期1 00天左右。多年平均降雨量396．3毫米，年际降雨变

化很大，在217．9至647毫米之间。年内降水极不均匀，冬春降水仅占年

降雨量的25％，土壤常常失墒干旱；汛期降雨占年雨量的75％，经常出

现暴雨集中和无雨干旱现象。素有“十年九旱”之称。农作物一年一熟，

主要种植生长期短的小麦、莜麦，胡麻、马铃薯和谷黍。1948年，全县
有I 64个行政村，637个自然村，91 750人，87万亩耕地，其中水浇地

8500亩，年产粮食2366．5万公斤，亩均产量32公斤，人民粗食陋居，人

畜同堂，勉强生活。一遏早年，罗雀掘鼠、挖草根、剥树皮为食，或者
背乡离井，逃荒乞讨过日。

尚义县的水利建设始于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地方人士集资开渠，

发展灌溉面积1000余亩。民国十八至二十年(公元1929年一1931年)全

县大早，，激发了坝下山区劳动人民兴办水利的积极性，先后在银子河、

瑟尔基河、乌良台河等小河沿岸开小渠40余条，灌溉面积达到85(^10亩．

同时，沿河较大村镇南壕堑、土木路等修建了一批小型堤坝防洪工程。

但在封建制度的束缚下，天灾、兵祸不断，个体农民只能勉强维持生

计，更无建设水利之力，坝上地区水利发展缓慢，坝上扁原_几无水利可
言。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下简称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

和各级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党委和政府)积极倡导人民兴修水利，发展
农业生产．从1 949年至1 985年间，国家投资1 200万元，建成一大批农田

灌溉、防洪淤滩、乡村饮水、水土保持等水利工程，大体经历了五个发
展时期．

’

～一

·

一、恢复发展农田水利时期。1 949年至l952年，建国不久，百废待

兴，全县水利工程以恢复旧工程，有计划地兴建小型工程为重点，对现

有渠道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旧的水利制度，组织起富安渠、通顺渠和

范家村等3个水利管理委员会，并通过受益群众讨论制定了新的管理规

章，使旧工程扩大了浇地面积。同时，兴建了一批小型渠道，全县水浇

地面积发展3,12．84万亩，比建国前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三十四。

二，水利水保建设兴盛时期。I953年至l 960年，全县水利建设贯彻

了“小型为主、以蓄为主、以社办为主"的方针，各地农业合作组织积

极筹措人力，物力和财力，兴办各项水利工程，建成小型渠道1 39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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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井476眼，山区饮水工程9处。．同时，’在国家技术i物资诸方面的支‘
持下h把建设重点放在瑟尔基河和大青沟河上，建起套里庄水库和大青

沟水库，并扩建富安渠为万亩灌区，全县水浇地面积发展到8．6万亩，还

解决了640人的饮水困难。水土保持工程由重点实验向面上发展，初步
治理面积达140平方公里，成为山区建设的新兴项目。但是由于“大跃

进，，大气候的影响，水利建设铺摊过多，脱离了坝上地区的特殊条件和

群众生活实际状况，有的工程边勘查、边设计，i边施工，贪多求快，1欲

速不迭，有的工程劳力财力不足遗留尾工大，配套差，。工病多，不能正

常运用j有的工程效益差，投入大，而且修建时平调了非受益单位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在不同程度上挫伤了干部和群众兴办水利的积极

性．， ‘．

4‘

一 三、加强管理狠抓配套时期。1 961年到1 965年，在连年干旱，农业。

欠收，水利工作面临许多困难的情况下，经过贯彻中央制定的“调整、． 一

巩固：充实，提高矽方针和地区铡定的《水利工程管理章程》，加强现

有水利管理，狠抓“半拉子"工程配套，．保证了水利工作在巩固中求得

发展。这一时期，新建了大青沟水库输水洞配套工程；整顿了t大青沟j。

范家村、套里庄、通顺渠等较大灌区管理机构，制定或完善了管理制

度；开创了打大口井和截潜流开发利用地下水的方法和经验，为进一步

发展水利事业创造了条件．“ 、+

四、水利水保工作的复兴时期．1966年到1 978年j全县水利建设经

过调整进入复兴时期。1965年贯彻了全国水牙|J会议提出的“大寨精神，

小型为主，全面配套，狠抓管理，‘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力的水利工作

方针，全县水利工作重点放在已建成的工程配套上，完成了大青沟、哈

拉沟二处万亩以上灌区渠系工程配套，以及一批小型工程的整修和配

套，改善了灌区面貌和用水条件．随着灌溉面积的扩展，灌溉水源供不

应求的矛盾逐渐突出。从1 969年到1 9 73年，‘先后建成武家村，甲石河j

上纳岭、南壕堑四座小(一)型水库，．两座小(二)型水库，年增蓄水

量l 1 00万立方米，改善了灌区用水条件．正当广大干部和人民积极稳步

进行水利建设的时候，地革委于1 973年到1978年，提出全地区每年建小

水库1 00座，扬水站1 000座，机井1万眼的大计划，在这个高指标的影

响下，，全县出现了t‘社社有项目，队队有工程力的水利建设高潮．从表

面上看，全县建成许多水利工程，但是，运动开展的很不扎实，有的工

程追求形式，不讲实效，半途而废；有些机井，扬水站和喷灌工程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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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明年废，或者建而不用，在人方、物力、财力方面造成很大的浪费。和

损失。， ’。

!j 五、水利水保工作坚持改革，发挥经济效益时期。1979年到1985

年，在党趵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水利工作贯彻了“加强经营管

理，讲究经济效益，，的方针。在1 981年全县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新形势下。水利工作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坚持改革，，积极认真

地建立水利工程管理责任制，在巩固中求发展的乡村，水利工程管用得

好，灌溉效益不断增加。‘套里庄第二水库， 改革各生产队喝“大锅

水"，用水无计划，浇地大水漫灌，跑水、浪费水的习惯，推行水库专

人管理，浇地征收水费的承包责任制，对承包人的责、。权、利做出了明

确规定，对用水户提出了具体要求，水浇地面积成倍增长，经济效益逐
年提高，．，1 986年水浇地亩产达到275公斤≯一种是有些乡村在实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过程中，片面强调发展牧业，轻视了农业，从而放松了

水利管理工作，将扬水站、机井等工程弃置不用，使工程遭到破坏或失

修报废，灌溉面积逐年下降。由于上述两种情况的存在， 据1985年统

计，全县灌溉面积落实为6．3万亩，加上干旱库河水少，，当年实灌面积

4．75万亩j，水保工作白1 983年列为全国治理重点县后，走上以小流域为
单元综合治理的轨道，年年超额完成地区分配任务，已成为山区群众脱
贫致富之路， i． ，。

·：

尚义县的水利水保工作经过36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可喜成就。到
1 985年，共建成中型水库1座，小(■)型水库6座，小(二)型水库
1 6座}．万亩以上灌区4处，农用机井391眼，．还有数以千计的小型水利

工程，，有效灌溉面积达6．3万亩，．相当36年前的7．4倍；初步建成上蓄下

一灌系统工程。+水土保持治理面积累计达到3 73．27平方公里，一为应治面积

的32．4％(1 988年累计完成数)，河道堤防工程总长度达60．3公里。同

时建成饮水工程63处，为16131人解除了饮水困难。水利水保事业的发

展，对防洪、治涝、灌溉、供水以及保护城乡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促进工业和农林牧企各业生产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l985年

尽管遭到严重干旱，由于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的逐渐完善，农田耕作和

水利水保工程灌溉管理工作的不断改革，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5500万公

斤，油料总产达到1 068万公斤，分别比l 9 49年增长1．3倍和9．5{t。工农

业总产值达到1001．9万元，比1 949年增长20倍。农村人均生活水平由
1 949年的30元，提高到25,9元_事实证明，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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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条件，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也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

然而，尚义县的水利建设和水土保持两项事业的建设规模和经济

效益，距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要求相差甚远，今后的工作任重而道

远。坝下浅山区应继续以水土保持作为重点，坚持实行小流域治理和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并举的原则，加快山区建设。。坝上高原区应有计划地开

发地下水，搞好林网园田-建设，增强抗灾能力i。保证农业生产稳定发

展。水利水保工作应进一步贯彻兴利除害并重、建设管理并举的方针，

坚持改革，4加强管理，开源节流，狠抓效益，更好地为全县人民脱贫致

富咖快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经历了连年干旱欠收的严重困难后，?在中

央、省、地区各级党政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尚义县的干部和人民认真总
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深深认识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发展了，

各行各业才能相应发展。1从1986年起，他们通过辛勤劳动，把打井、修

渠、造林、平地、建园田、．治理小流域与改良耕作方式紧密结合起来，

正以建设稳定发展的新农业大步前进。
．， {． ，。 ．．．

一 ’ 4‘ ·+
‘’

， f～



开始向东南流，经桃平村出县境入万全县界，于万全县岸庄屯村南汇入

洋河．流域面积3696．2平方公里。过境长度44．5公里，境内流域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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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44．6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径流量为1．65亿立方米． ，

五、大青沟河·发源于本县炕塄乡的小峨登口村，向北流经炕塄乡。

再向西北入北哈路村南，经武家村、戈家村，折向西北入大青沟水库，
经孙家村、十二号、四号地注入察汗淖。河宽200到800米，纵坡I／125，．

河道全长56公里，流域面积为610．5平方公里。民国八年测得最大洪峰”

563立方米·每秒，1956年测得272立方米·每秒¨1968年在上游北哈路
村段测得有清水基流0．2立方米·每秒，枯水期干涸。多年平均径流量一

为l 650万立方米。

六、=龙河．发源于本县八道沟乡后水泉村南，经八道沟村西折向

西北，进入七甲山村南，再向西北流入哈拉沟乡任家村，由沙河庙出县

境，，再西流经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侯家村，出二绿村折入本县张活洼村，
向北流入察汗淖。河道全长52公里，流域面积268．6平方公里．其中县

境内河道长47．3公里，流域面积247平方公里。河道上游春、秋有清水

基流约0．02～0．03立方米·每秒。
’‘ ：”

11：

裹l 尚义县河道一览表

流域面积(平方公里) 一河道长度f公里)

合 计 本县境内 合 计 其中本县境内

242．80 。．2 6

23．15 ’8．5
。

-～、 ．

12．85 7．0
’

64．25 12．0

3696．2 1044．57 44．5

50．25 12

‘ J，一‘，●v。．

688．33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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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面积(平方公里) 、

河道长度(公里)，
河道名称

～ ‘

_f●

一+

合 计 本县境内、 合． 计 ’其中本县境内‘

3，五十家河
，

，一44．68 ⋯
，14．5

(

4，大西沟河 15．63 11．0

5，红土梁河 26．61 14：O

6，下并河 76．01 19．O： ．7：

7、永胜地河
， 113．18

22．0．．
、

8，下纳岭河 19．03 11．0 ，．

9、中哈达河 75．88 15．O

’10，甲石河。 97．35 19．0

11，银子河 357 88．55 11．O

12、乌良台河 43．83 19．O

内陆河系——～
一

(一)大青沟河 610．50 。 56
、

1、大井河 14．18 7：

2，宣天洼河 63．20 ·，12．5

(二)=龙河 247．．2 52 47．3

l’』阎房洼河 59．8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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