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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生命及生产活动都离不开水，但水过多或过少又有害。因

此，在生命和生产发展过程中需要随时随地兴水利防水害。难怪两

千多年前《史记》作者司马迁在写完《河渠书》后发出。 甜甚哉l

水之为利害也l一的感叹。
’

随着人口和生产的不断发展，城乡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各方

面对兴水利防水害的建设要求超过了既往任何年代。

但是， 供人类直接使用的淡水却是有限的。 我国人均淡水约

2700立方米，居世养第88位。 锦州地区的人均淡水约827立方米，

为全国入均的l／3，而且， 由于这部分水的时空分布不均，工程

调节能力低，因而实际可用数量更少，供需矛盾更尖锐，它已成为

各地区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的限制因素·各地不同程度的水荒现象

已成为严峻的现实。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论上水是多么重要多么珍贵，但实

际上在基础产业中它的产品最不值钱，以致不少地方，不少单位大

量浪费和污染水，这种既珍贵又低廉的现实正是产生一系列水矛盾

的总根。据统计，1985年锦州地区排放到各河的废水达1．41亿吨，

其中大部分未经净化处理和重复利用就排掉。这些污水流失扩散后

又污染了许多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水源会产生极大的危害，既加

剧了供需矛盾又恶化了周围的生态环境，听之任之，．无异于慢性自

杀和戕害子孙后代l

面对日益恶化的水荒问题，。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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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效的办法是把节流当开源，强化水资源管理，严防一切浪费现

象。

锦州地区的水利建设，近几十年来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未来的

任务，尤其是河道治理、农田灌溉，水土保持等方面的工作仍十分

艰巨。为了继往开来，4我在市水利局领导及众多同志的热情支持与

帮助下，五历‘寒暑终于编成了这部水利志。但愿这部志书能对今后

治水用水管水者有一定的启迪与借鉴。

编 者

一九八九年二月



凡 例
’

／

本志的指导思想、方针、体裁等，除遵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

颁发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的有关要求外， 再作如下说

明。 ～

l、‘记述主题是水资源的数量、质量、开发利用、保护管理和

·水旱灾害，特别是水利工程建设，其他从简。 ．

2、水库工程有多种功能， 插入记述诸多不便， 而且数量较

多，因此单独列项。

3，大事记上限，解放以前各代的资料太少，因此，仅从1949

年开始记起，但水旱灾的记述一直上溯到有历史记载的史料起，其

中1 948年以前均以表表达．各章节的下限一律断到1985年底．

4、防汛与抗旱不单独列目，分别在水旱灾害中记述。

5、为阐明重大的历史灾害事件，在个别章节之后摘引当时重

要的文献备考·

6，地貌高程均引用1958年版国家测绘系统的标高。 度量衡

制，解放以前按原文照抄，新中国建立以后均用标准制。

7，水文资料引用水利系统的水文年鉴、水资源部分引用各县

(审)区的水利区划，其他资料均以省市县及本部门的有关文书档

案为准。



目 录，

第一章’ 概 述。⋯⋯⋯⋯⋯⋯⋯⋯⋯⋯⋯⋯⋯⋯⋯ l

第二章。水资源⋯⋯⋯⋯⋯⋯⋯⋯⋯⋯⋯⋯⋯⋯⋯⋯9

第一节总水量 ⋯⋯⋯⋯⋯⋯O O O O B O O OI O·⋯⋯m··iI．⋯”9

‘一第二节地表水⋯⋯⋯⋯⋯⋯⋯⋯⋯⋯⋯⋯⋯⋯⋯⋯10

第三节地下水⋯⋯⋯⋯⋯⋯⋯⋯⋯⋯⋯⋯厶·O O O O O D O O 0 24

第四节’水能、温泉．⋯⋯⋯⋯⋯⋯⋯⋯⋯⋯：⋯⋯⋯”30

第五节水质 _⋯⋯⋯⋯⋯一⋯一⋯·O O 0 O O．·O
O O O e O⋯。·32

一第六节资源利用⋯⋯⋯⋯⋯⋯⋯o⋯⋯⋯⋯⋯⋯一⋯”36

第三章 水旱灾··j⋯⋯⋯⋯⋯⋯⋯⋯⋯⋯⋯⋯⋯⋯⋯42

第一节水灾 ⋯⋯⋯⋯⋯⋯⋯⋯⋯⋯⋯⋯⋯⋯⋯⋯43

第二节 台风影响⋯⋯⋯⋯⋯⋯⋯⋯⋯⋯⋯⋯⋯⋯⋯⋯80

第三节旱灾⋯⋯⋯⋯⋯⋯⋯⋯⋯小⋯⋯⋯⋯⋯⋯82

第四节河系水旱灾 ⋯⋯⋯⋯⋯⋯⋯⋯⋯⋯⋯⋯⋯⋯98

第五节水旱灾特点 ⋯⋯⋯⋯⋯⋯⋯⋯⋯⋯⋯⋯⋯⋯101

第四章 工程建设，⋯⋯⋯⋯⋯⋯⋯⋯⋯⋯⋯⋯⋯⋯⋯1 1 1

第一节防洪 ⋯⋯⋯⋯⋯⋯⋯⋯⋯⋯⋯⋯⋯⋯⋯⋯1 1 l

第二节治涝⋯⋯“⋯⋯⋯0 B 0 0 0 0⋯⋯⋯⋯⋯⋯⋯⋯122

第三节水库⋯⋯⋯⋯⋯⋯⋯⋯“。⋯⋯⋯⋯⋯⋯⋯·130

，第四节灌溉⋯⋯⋯⋯⋯⋯⋯⋯⋯⋯⋯⋯⋯⋯⋯⋯151

第五节水土保持⋯⋯⋯⋯⋯⋯⋯⋯⋯⋯⋯⋯⋯⋯⋯171



第六节农村供水⋯⋯⋯⋯⋯⋯⋯⋯⋯⋯⋯⋯⋯⋯⋯175

第七节小水电⋯⋯⋯⋯⋯⋯⋯⋯⋯⋯⋯⋯⋯⋯⋯⋯176

第五章 水利管理⋯⋯⋯⋯⋯⋯⋯⋯⋯⋯⋯⋯⋯⋯⋯t78

第一节水利机构⋯⋯⋯⋯⋯⋯⋯⋯⋯⋯⋯⋯⋯⋯⋯178

第二节水文机构⋯⋯⋯⋯．⋯⋯⋯⋯⋯⋯⋯⋯⋯⋯⋯182

第三节、水费 ⋯⋯¨⋯⋯．．⋯⋯⋯⋯⋯⋯⋯⋯⋯·：··183

第四节工程管理 ⋯⋯⋯⋯o o o e o o e e

o．e·o

o e e O$o O g o O O O o O O O O O e O o 1 86

第五节基础工作．．．⋯⋯⋯⋯⋯⋯⋯⋯⋯⋯⋯⋯⋯⋯190

第六节综合经营⋯一⋯．．．⋯⋯⋯⋯⋯⋯⋯⋯⋯⋯⋯·196

．．第七节水利学会⋯⋯⋯．．．⋯⋯⋯⋯⋯⋯⋯⋯⋯⋯⋯200

大事记 ⋯⋯⋯⋯⋯⋯⋯⋯⋯⋯⋯⋯⋯⋯⋯⋯⋯⋯⋯⋯⋯203

编后记 ⋯⋯⋯⋯⋯⋯⋯⋯⋯⋯⋯⋯⋯⋯⋯⋯⋯⋯⋯⋯⋯230

2



第一章．概 述

锦州地区位于辽宁西部渤海辽东湾的西岸，辖7县(市)及3

个郊区，总面积16647平方公里，，其中耕地807万亩， 总入口460万

人。地理形势是依山临海，河川交错。山海关至锦州之间是一条起

伏平缓．间有孤山残丘罗列、宽不足Io公里的狭长滨海平原，素称

“辽西走廊”。． ，
， ．一

⋯

这条走廊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华北、 东北之间来往的咽喉，

交通便利，物产富饶，风光秀美， 名胜众多， 而且历来是军事要

地。退可守，进可攻，历史上决定双方战争胜败的多次重大战役均

发生在这里。’ ’：
·

j ， 。j：

这二带的气候处于半湿润向半干旱的过渡地带，’降水时空分布

很不均衡，水旱灾害比较频繁，水资源供需矛盾比较突出。其中西

部‘北部山丘地区土层薄地力贫夕水土流失严重，常受旱灾威胁，

．东部平原沿沈山铁路两侧，地势低洼，各河防洪防涝能力较低，常

受水灾威胁。因此，．防害兴利的水利事业对本地区来说非常重要，

对农业来说则是水利不兴，农业不稳，后劲不足，农业的现代化也

必将受到影响． 、。 ．’：
’‘

但是，解放前这一带的防洪治涝灌溉工程很少，各地抵抗水旱

灾害的能力很低． ，

新中国成立后j：为了消除水旱灾的威胁，一开始就动员广大群

众积极发展各项水利建设，在三十六年中，水利工程不但在地区分

布．工程数量、工程规模上有了很大发展，而且，勘测、设计，施

王



工及经营管理等技术手段方面也有了很大改善，据统计全区新修补

修各种堤防731公里，新挖和改造各种排水干支沟3727公里，从无到

有，新修大中小水库85座、机电排水站127座、 万亩以上的灌区6。

处机电井1671 5眼等。 j．：，i ．。

、、，i．这些主要工程使270万亩耕地、一151万人口和其他公共设施免受

普通洪水雨涝威胁、使水田面积从不足一．万亩发展到42万多亩、．旱

田水浇几乎从零发展到76万多亩、 使山丘地区497万亩荒山荒沟或

坡耕地得到不同程度的综合治理，使农村23万多人结束了长期．吃水

难和喝超标准氟水的历史。 ． !o ．，i

j上述工程的发展大体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一．1，1949年^-1 957年 ‘

新中国成立后， 党和政府面对1949年大水造成的大量水毁工

程，根据需要与可能结合、治标与治本结合的原则，从当年秋后起

就用埘以工代赈一办法堵复各河决口堤防，新修整修重要险工与1日

堤，．恢复灌溉工程。 对绕阳河水系则由国家投资实行有计划地治

理。，．。主要措施是普遍加高培厚干流左岸大堤，i：新修改修各支流堤

防，’同时，‘在各支流上游的山区普遍修建各种谷坊工程。

；j‘i．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前两年除继续实施绕阳河的谷坊

工程外，对山区的防旱和洼区的治涝工程均以“民办公助一的办法

适当发展，．即小型农田灌溉工程由国家给以贷款扶持、群众性的水

土保持工程国家补助炸药等开山工具费、治涝工程国家负责涵闸等

建筑物的费用，各项土方工程均由受益地区出工解决； ‘．

．1在此期间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在绕阳河修谷坊时由政府包办，未

调动当地群众的积极性。·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1958年“-1965争．．： ．‘-．o． ．o— or∑

1958年受全国钛跃进一的影响，水利建设也追求高速度高指

标。8月25日锦州专署和地委联合召开的金区治山治河会议的决议

。中提出： 一大干猛干苦干一秋一冬一春，驯服以大凌河为重点的所

有河流，根治所有的荒山，争取明年“五一一前基本实现水利化，

使全区的灌溉面积达到总耕地的70～80助。” 一．

这次会议，使全区的水利建设转到了以兴修水库为主，．大摘农

田灌溉方面上来·当年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大中型水库达10座之

多。由于当时缺乏充分的技术经济分析论证，因而出现：设计一变

再变．工期一拖再拖，工程标准低质量差的局面；1959年7月22日

绥中县大风口等4座中型水库垮坝的事实就是对这种不讲科学做法

的一个严厉惩罚。， ‘． ·．：～．-+ ，，：j

’1960．一'1962年的“困难时期?迫使在建的大中型水库先：后停

工，其他农田水利建设也大都偃旗息鼓。1962"--'1964年内，全区又

连年发生洪涝灾害，大小凌河先后垮堤。因此，从1963年起，一方

面集中力量整修大小凌河下游两岸堤防和防洪标准偏低的病险水

库，一方面全面规划并实施黑、北、锦、三县的治涝工程。．．。

’3、1966年．"．-'1976年 ．：。．．．’． ，

‘

：

一 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的头两年，水利建设停顿不前，1968年全

国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后， 水利建设即转到以治水改土为中

心，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阶段，其目标是

达到一人一亩旱涝保牧高产稳产田。1969年市革委会提出： 膏必须

大摘以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争取在三

五年内实现丐人一亩旱涝保收高产田”。1 972年7月5．日，市委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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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工作会议上提出： 。必须掀起一个农田基本建设新高潮，。力争在

两三年内基本实现平原耕地园田化、山丘坡地梯田化，低洼耕地水

田条田台田化”。j

为实现以上目标，每年农闲季节都调动大量民工，以民兵的编

制进行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会战。原来已经停建的大型水库乌金塘水

库就是组织全市各县民兵团建成的。当时也有不少工程只追求政治

影响，忽视经济实效，只满足样板的示范作用，忽视全面的规划和工

程质量，干了不少华而不实、标准低质量差的水利工程。如群众称

蓄不住水的小水库为“防汛的包袱，．抗旱的废物一，称严重漏水的。

大渡槽为搿旱龙”。但这期间完成的各种机井、，治涝工程、各型水

库的提高标准以及部分梯田改河造地等，虽然有的也存在损失和浪

费现象，但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还是很好的。如果当时各地从实

际出发，重视工程质量和经济实效，无疑成就会更大。、

4．1977年"-'1985年 ．．

‘j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头两年， 各地继续开展以“农业学大

寨”．为主要形式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运动。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

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深入，水利建设才1出现了根本的变化· ．

． 1981年全国水利管理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 “必须把水利工作

的着重点转移到管理上来，要把加强管理贯彻到各个方面，首先是

加强对现有工程的管理”。为贯彻中央提出的上述方针，市水利局

曾组织全市水利战线职工认真评估水利事业的形势， 总结经验教

训，实现水利工作重点的转移。。 』 ． j

为了尽快开拓水利工作的新局面，1982年12月市水利局在锦县

召开了有各县主管水利工作的县(区)长、农．办主任、水利局长、 ．



乡水利站站长、．．水利专业干部及先进单位、 先进个人代表共达320

多入的大型表彰大会。这次大会全面清理了“左一的思想影响，统

一了开展水利工作新局面的认识，端正了水利建设的服务方向，从

而使金市的水利改革开始走上了正轨，．成为全市水利事业发展的一

个新的转折点．

1983年以后水利建设实行“加强经营管理，讲究经济效益”．的

方针，从此水利建设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起来。在具体执行中．，市

水利局从这以后就反复强调：：“今后无论搞哪类工程都要以经济效

益为中心，坚持水利为农民致富服务，为多种经营服务。在各项工

作中，以建立和健全各项经济承包责任制为中心，坚决实行工程管

理承包责任制、抗旱设备管理租赁制、施工管理合同制，千家万户

治理千沟万壑的小流域承包制”等。．
·

，·

1984年末市水利局更加明确地提出： “以中央关于体钥改革的

决定为指针，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加强经营管理为重点，积

极开发和综合利用水资源，为国民经济建设提供防洪和水源保证，

逐步改变生产条件、生活条件和生态条件”。

主要方向是：

1，坚持群众自办为主，国家适当补助， 实行国家办、 地方

办、集体办、个人办几股力量一齐干，谁办水利工程，所有权、管

理权，使用权就归谁，长期不变可以继承。．

一 2，坚持内涵为主，适当外延，实行利用改造，挖潜的办法，

充分挖掘现有工程的潜力。 ．

3、．坚持全面管理为主，适当新建一些必要工程，同时，实行

四个转变．，

5



一是从几十年来水利单纯为农业服务的传统思想中解脱出来，

转到从全局出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统一规划，全面开发，综合

利用，为整个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上来。 。．

二是从几十年来管水就是单纯向上要钱，有支无收，光赔不赚

的传统中解脱出来，逐步向生产经营型和企业化管理发展，由维持

简单再生产过渡到扩大再生产的轨道上来。

三是从几十年来水利管理只单一管水看水的传统中解脱出来，

转到一手抓工程管理，一手抓综合经营从综合经营中找活力、挖潜

力，提高效益上来。 ．

四是从几十年来水利事业吃Ⅳ大锅饭”喝H大锅水"的传统中

解脱出来，使一切管理单位转到按劳分配经费包干-，，经营承包．，彻

底扭转管好管坏一个样，干好千坏一个样的做法上来。． ．

(引自1984年12月15日局党组整党对照检查和改正意见)

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上述改革思想，使搿六五一期间的水利建设

出现了投资削减效益大增的结果。4据统计在这五年中出现了以下几

大变化。 ． !

l、水田面积从1 980年的1 5万亩增加到42．7万亩， 增长了1．8

倍，水田种植从22个乡增加N 51个乡，其中万亩水田乡达到17个，金

市的水稻产量增加到近两亿公斤，使城乡每人平均占有大米35公斤。

2、经济田面积(指有灌溉能力的棉花、：花生、和小麦、．蔬菜

两茬作物田)从1980年的27．07)宙增加到76．977亩， 增长了1．8

倍，亩产量和产值比没灌溉的普通旱田增加一倍以上。，：

一 3、以小流域为单元的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面积达到127万亩，为

1980年以前三十_年累计治理面积的34％，其速度是过去平均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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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的两倍．

4，把临时性车拉人担为主的抗旱提高到用小机泵塑料管送水

上山，并发动各地群众自建了大量的微型机泵小铁管井。这些设备

再加上原有的抗旱设施， 把全区抗旱播种的能力从240万亩提高到

340万亩，灌果树的能力从1 00万株提高到700万株，从而， 大大减

轻了农民抗旱的劳动强度和经济负担。

5，积极开展综合经营，增强了水利管理单位的经济实力，据

统计全市开展综合经营的单位达到138个， 总产值达到1 735万元，

比1980年增长了15倍。从而使各管理单位开始走上依靠内部动力进

行改造更新和扩大再生产的道路上来，逐步由单纯管理型向生产经

营型发展。

三十六年的建设成就是巨大的，但遗留的问题也不少，如各项

工程年久失修，+设备老化， 配套不全不完善， 改造更新的任务艰

巨，致使工程效益日渐衰减，有的工程不得不拼设备带病运转；在

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方面，由于大中型河流的干流上无控制工程，

大量地表径流白白入海，与此同时，大量污染水、大量浪费水，大

量超采地下水的现象得不到有效制止，致使供需矛盾日益尖锐。

从古至今，水利事业对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有着重大的

影响。在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日渐提高的今天，水

利事业的兴衰起伏有着更大的影响。面临着水资源供需矛盾越来越

尖锐和人为努力对防御特大水旱灾的能力毕竟还有限的形势，今后

人类社会势必要走节水型的经济、节水型的社会和一水多用的道路。

因而水利事业的任务更为复杂、更为艰巨，这就需要人们对水资源

已经出现的紧缺现象有更强的危机感和紧迫感，牢记历史的经验教



训和大水大旱造成的重大损失，从实际出发，正视存在问题，超前

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做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心中有

数，有备无患，以便在加快改革深化改革的基础上，建立权威性的

水资源管理机构，更加合理地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资源，使水利事业

搞得更有成效，为国民经济建设各部门服务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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