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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灵台县水利志》，经过数年实地调查，翻阅历史资料，以

。广征、精编、准确”为原则，比较详实地记述了水利、水保建设情

况，全面地记载了水利、水保史实。它的问世，将为灵台水利、水

保事业建设提供可靠的依据，也将为今后大量兴修水利、水保事业

起到积极的作用。

．灵台水利、水保事业从历史追溯虽无文字记载，但人们在社会

生产活动中，因地制宜地利用水能、治理山洪、保持水土诸方面早

有习惯，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

重视下，人民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愤发图强，无

私奉献，征治山河，造福后代，效益可观。川区发展自流灌溉，原

区建设人畜饮水工程，全县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已改变了54．1％的

农田耕作条件(梯、条田建设)，并兼以工程、植物措施，己初步控

制了局地水土流失，保护了生态环境，为全县社会经济发展，起到

了重要作用。

灵台历史上是以农业为主的县，干旱、缺雨、水土流失是发展

农业的极大威胁。农业能否持续稳定的发展，与水利、水保建设关

系密切。’我们在从事水利、水保工作中，深知兴利除害， 造福人

民，是我们的天职。在今后工作中，一定要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



既不能违犯自然、经济规律，又不能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既不能

盲目蛮干，又不能满足现状。要脚踏实地，知难而进，为振兴灵台

经济，．建设祖国，奋勇前进!

曹轶杰杜生杰

_一九．；瑚、谗罐一雾；!；割萋一刮



凡 例

《灵台县水利志》记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重点。本着

Ⅳ详今略古"的原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广征博采，顺时记事，横分门类编排的方法，全面记

载了灵台水利、水保工作的建设史实。

一、本志上限民国时期，下限断至1 989年底。

二、本志内容编排，《大事记》、《概述》，不设章节，列在

《序》、《凡例》之后。正志按章、节、目的层次排列，金书6章、

26节，共八万余字。

三、历史记年，在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以前，以朝代国号

记年，后注公元年号；1 949年以后，采用公元记年。章节第一次出

现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用全称，其后简称“建国前”和“建国

二”
／口 o

·

四、全书除引用历史资料，按原文注明出处外，对新时期的资

料不加注出处，以节省文字。文字及标点符号以《新华字典》为准。

五、本志的数字一律以阿拉伯字母表示，以方便习惯、节省编

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各类数据，均取自旧卷、旧志，遇

有记载不一者，取其中较为合理的。建国后的数据，主要以县水利

局年报和县统计局《国民经济资料》为准·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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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个时期的行政区划及地域名称，应以地名普查为准。

七、本志凡简称膏党一的，均指中国共产党。 搿党委一、 搿省

委”、“地委”i搿县委”均指中国共产党所属省、地、县同级组织。

凡称Ⅳ政府"、 “人委”、 “革委会”、 Ⅳ公社’’，即人民政府的

当时县、乡组织。大队、生产队则同现行村委会、合作社相同，为

当地政府的下属组织。

八、本志中凡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提

法，均以本世纪即二十世纪而言。

编纂委员会1989年12月

盈爆锶盛翦强嘎●

。．需，。。穗，稳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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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叶一／

水利水保一大事记

民国十一年(公元1 9 2 2年) ，

灵台县政府为保护县城南关，清除水患，动员官、绅、军、

商、学及附近民众于上年冬开工，移改达溪河故道。开渠长1，440

米，宽15米，深9米。后在两岸栽植杨柳树万余株，再经连年增、

补植，到灵台县解放时，+有河滩杨树墙，西沟柳树巷之称。

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 9 4 7年)
，，T

县政府田赋粮食管理处，在县城河南修建水磨一座，为当局各

界加工面粉而用。建国后移交县粮食局经营，后交当地群众自用。

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 9 4 8年)

新开乡寺沟村麻山跟底，村民李兴唐利用黎家河水，修建炸油

水磨一座，为附近群众加工食油用。

1 9 4 9年
’’’

7月24日灵台县城解放，+8月7日经平凉地区行政公署批准，

宣布成立灵台县人民政府。全县行政区划为中台、邵寨、独店，什

字、上良、梁原、龙门、新集、百里、蒲窝等10个区公所，辖47个

乡人民政府。县政府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4个科，由建设科

分管水利、水保工作。

一l一



1 9 5 0年

’是年，8月1 4日灵台县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在决定

加快恢复经济工作中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开展打井、挖窖、兴修小

型灌溉渠道。

1 9 5 1年

春季，金县在开展减租减息试点工作中，县政府号召在乡村一

面开展互助借贷，一面开展生产自救。加强抗旱防洪，川区打井、原

区挖窖、蓄水浇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1 9 5 2年

春，为发展水利扩大灌溉面积，在中台区，城关三教村，安

装、使用第一部解放式水车。

是年，全县农民广泛开展培地边埂，修水簸箕、打塘埝、挖涝

池、筑沟头防护，开挖水平沟、鱼鳞坑、打土谷坊、柳谷坊等水土

保持工程。

1 9 5 3年

当年全县普遍建立农业生产互助组，大兴水土保持工程，开展

荒山集体植树造林活动，增加覆盖面积。大兴集体治理水土流失工

程，开始连片、综合性治理。

是年，水利完成灌溉面积1，493亩。

一2一

j叠jlJ，．，．ql—潮翘qH＆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