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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怀来县水利志》以怀来县1985年行政区域为记述范围。

二、本志是怀来县的第一部水利专志。上溯不限，下限至2000年。

三、本志体裁以志为主，按章、节、目的层次编写，辅以图、表、录、记

和照片。4

四、本志横{{h'-J类，以类系事，按历史阶段和年代顺序记述，大事记以编

年体为主，个别事件为顾全其完整性，采用记事本来体。

五、本志引用历史资料，一般抄录原文，加注标点符号，注明其出处。

六、本志所用建国后各种统计数字，以县统计部门的资料为准，辅以县水

利部门的档案资料。凡采用其他部门的资料，都注明出处。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以传统的朝代年号纪年，用括号加注公元纪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采用公元纪年。

八、本志凡称“建国”者，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略称；凡称“党”或

“中共”者，都是中国共产党的简称；凡称“党支部”、“党委”、“县委”、“地

委"、_‘省委”、“党中央"者，都是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简称；建国后凡称“政

府”、“人委”、“革委”、者，都是各级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的

简称。其他专用称谓在书中首次出现时，一律用全称，其后用括号注明其简、

略称，再出现时，用其简略称。

九、本志中的数字和计量单位，按国家现行有关规定书写。地面标高凡不

注明者，都为大沽高程。

十、怀来县总面积，由于技术原因，各部门所用数据互不相同，又不便统

一，本志除有关水土保持工作外，都采用《怀来县水资源调查及水利区划综合

报告》中提供的总面积为1801．08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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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一)

序 言

(一)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怀来县水利志》的成书问世，实

在可喜可贺。它将是我县第一部水利专业志书。

水利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是我国历代治国安邦的一件大

事，有“治国者治水”的名言。

《怀来县水利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辨

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遵循详今略古、通贯古今的原则，以丰富翔实的

资料，简洁朴实的文章，运用志、记、传、图、表、录等体裁，全面论述了怀

来水利的历史和现状，其中，着重记载了建国以来怀来儿女数十年如一日，艰

苦奋战，坚持兴水利除水害，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成功经验。也客观反映了曲折

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和教训。彰明了因果，揭示了规律。志书内容丰富，资

料详实，结构严谨，排列有序，文笔流畅，图文并茂。这本志书的出版，对我

县各级领导在水利建设的战略决策，水利方针政策的制定方面，无疑会有很重

要的借鉴作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相信《怀来县水利志》在水利建设存

史、资政、教化等方面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鉴古而知今。希望我县各级领导都能认真读一读《怀来县水利志》，认识

我县水利事业的昨天和今天，借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抓好水利这项基础产业

和基础设施建设，去创造怀来县灿烂辉煌的明天。

帙怀来县委书记／参墨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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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二)

序 言

(二)

《怀来县水利志》业已完成，实感欣慰。身为水利局局长，从事水利工作

多年，与水利工作有着深厚的感情，《怀来县水利志》的出版成书，是我县水

利事业的一件大事。

《怀来县水利志》以正确的指导思想，真实的写照，朴实的文笔，概述了

怀来县的地理条件、水资源状况、水旱灾害、节水、引水灌溉工程、河流堤坊、

水土保持、水利多种经营、水利工程管理等方面内容，全书共17章54 节，

共分上下两部分。它全面记述了怀来人民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向水旱

灾害作斗争的曲折历程。这部志书是怀来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水利专业志书，

是怀来人民，水利战线广大干部、职工、科技人员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兴水

利、除水害的一部创业史。书中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是我们今

后工作中的一面镜子。认真读一读这部书，可增进对养育自已的这块土地的真

切了解，加深对前人创业的热爱之情。激发我们为振兴怀来而锐意进取的精神。

这本志书的上半部分(记述至1985年)一九九三年业已定稿，但未出版。

一九八三年也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春风给水利事业注入了新

的活力。水利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已不再是

水的代名词。水是特殊的商品越来越被人们认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工业的

血液，生命的源泉，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水利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与日俱增。随着O,k法》、《水土保持法》的出台，水资源实

行了规范化管理，节水灌溉、水土保持、山区人畜饮水，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

截止2000年，全县已有机井1342眼，扬水站点36处，节水灌溉146万米，

治理小流域550平方公里，其中生物措施50万亩，有效灌溉面积25．1万亩，

实现了农业人口人均一亩水浇地，建设怀来秀美山川，水利起到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一九九五年以后，怀来县水利局，更名为“怀来县水利水保局”，水利



序言(二)

局党总支升格为水利水保局党委。国家水利部分别在我县召开了全国水保会和

“四荒”治理现场会。tM匕J I I十万亩经济林、石片黄杏基地小流域工程治理、

容辰公司、土木乡四荒开发示范区受到了与会者高度赞扬。一九九五年、二000

年我局先后两次荣获河北省“海河杯"竞赛二等奖。局机关办公楼、家属楼的

竣工，石油液化气公司的开业，馨园别墅、秀川苗木基地的建成，在改善职工

福利、接待上级来客、老干部疗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机井队的壮大，三建

公司的掘起，洋河水库、洋河二灌区的社会效益，均给我们水利系统增添了光

彩。可以说，改革开放后的近二十年是我县水利事业蓬勃发展的二十年，是我

们水利事业灿烂辉煌的二十年。因此，我们征求各方面意见，以客观求实的态

度，续写了一九八六年——二000年这一时段的水利志史。这部《怀来县水

利志》倾注了上届局领导及上半部志书编委及编辑人员的大量心血，也倾注了

本届党委及编辑人员的大量心血，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可以说，

这部《水利志》是我县水利史上略古详今的一部世纪水利志，随着经济的发展，

我县水环境恶化、水资源短缺、水工程老化、水土流失严重的局面仍很严重。

借鉴过去，资治当今，展望未来，可以肯定，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代一定能够

谱写出一部更加灿烂的历史篇章。在此我谨向所有为编纂《怀来县水利志》做

出贡献的领导、策划人员、编辑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1

怀来县水利水保局誊委书篓称儡务周 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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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怀来县春秋战国时属燕国。东晋、南北朝后属北魏、北齐。宋代相继属辽、

金、蒙古。怀来县名始于辽，县治在怀来城。民国26年(公元1937年)7月

至34年(公元1945年)8月，日本军侵占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

根据地，属晋察冀、冀热察边区政府所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县政府于

1951年4月迁至沙城镇。1958年怀来、涿鹿两县合并，称怀来县。1961年恢

复怀来、涿鹿两县原建制。1985年，怀来县辖3镇、25乡、279村，有7．85

万户，28．69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4．98万人，耕地总面积50．55万亩。

怀来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东经115。16’48”,---11538’00"tPll北纬40。04’10”～

40。35’21”。北邻赤城县，西北与庞家堡区、宣化县、下花园区毗连，西南与

涿鹿县相邻，东南部与北京市原延庆县、昌平县和门头沟区接壤。总面积1801．08

平方公里。

怀来县属山区县。燕山山脉从东南北三面环抱，县境多以分水岑为界，其

中为“怀来盆地”。地貌类型分为盆地、丘陵与山区。盆地呈V字型，属河川

区，．面积为661．7平方公里，海拔高度在479__600米之间，由永定河上的官

厅水库分隔成三大片，其中河北片沿洋河、永定河、官厅水库以北呈带状分布；

花园片分布在官厅水库的东南部；官厅片为沿永定河右岸的狭长地带。盆地是

怀来县粮食、水果、蔬菜的主要产区。山区中北部有海坨山与燕然山，主要山

峰马鞍山、大黑峰、八宝山，鸡鸣山等；南部军都山，主要山峰有笔架山、广

坨山、歪头山等。山区面积为749．89平方公里。丘陵区介于山区与盆地之问，

呈梯状分布，沟壑交错，切割剧裂，常以岛状孤丘出现，面积为449．49平方

公里。全县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最高处为北部水口山的大黑峰海拔1978米，

最低处海拔高度394米，为南部旧庄窝乡的幽州村河谷地带。

怀来县气候干燥少雨，自然灾害以旱灾为主，风雹灾次之，局部地区有洪

涝灾害。农田水利事业自古有之。旧怀来县志载：“古有阪泉渠，开修时代不



2 概述

详⋯⋯"。康熙《怀来县志·山川》：“螺山，城北十五里，即本城所依主山。

山麓古刹日奉化寺，引泉溉蔬果木丛蔚，绕有幽景”。又：“黑山口，螺山内有

细水流出，其源在水岭，约流三里入地，浮流三里，又从地涌出，村人汲溉咸

赖焉。”

水能的利用也早有记载，《怀来县志·水利》：“水磨，本城南I'-J多'b有二处，

皆居民自制，引山涧水为之。保安、土木等处并有。”但因年代久远这些水利

工程兴修始末都无准确时代。有文献资料记载的开修最早的水利工程要数东五

渠了(今洋河二灌区)。该渠始建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至泰昌元年(1620

年)。灌区种植的优质“保安稻米”和大葱、大蒜，驰名省内外。除东五渠外，

还有位于李官营、桑园、官厅镇的灵泉河；土木乡的石河；鸡鸣驿乡的柳桩河。

各河沿岸人民，都有引水灌溉的习惯。唯在个体经济条件下，土地所有权分散，

没有系统的输配水渠道，灌溉效益甚低。在抗日战争期间，工程失修，效益日

减，至民国37年(1948年)底，全县灌溉面积只有5．85万亩，占耕地总面积

的百分之九点六，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耕地，只能靠天等雨，丰歉由天。同时

有不少村庄群众吃水啃雪，饮水十分困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下简称新中国建立后或建国后)，中共怀来县

委、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怀来县委、县政府)组织领导全县人民兴修水利，

防治水害，建成了一批蓄水、灌溉、治河、饮水，以及水土保持等工程，在抗

御自然灾害，发展各项事业，保证粮食增产等方面做出了巨大成绩和重要贡献。

按照水利事业的发展进程和特点，大体上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一、1949至1957年是恢复改造旧灌区、发展小型水利阶段。在农村土地

改革胜利完成的形势下，县政府一手抓改革，对旧灌区废除以封建霸权为核心

的官绅结合的水利管理体制，建立起在当地政府领导下以受益村代表会议为权

力机构的人民民主管理体制，奠定了“谁建设，谁管理，谁受益，谁负担"的

水利管理工作基础。在全县范围内贯彻国家对发展农业生产“旱田变水田，三

年增产不增税”的优惠政策，调动了翻身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本村本乡开展

打井、开渠、防洪淤滩、保持水土等工程，以及安装提水机具等。同时政府对

兴修水利确有困难的乡村和农户，或予技术指导，或给资金扶持，或调拨机具、

物料支援，促进了水利事业的发展，基本上普及了小型水利工程。1957年统

计，全县水浇地面积达到12．5万亩，为建国初期的2倍多。同时，有计划地

兴办饮水工程，改善山丘区人民的饮水条件。水利事业基本上实现了小型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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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少，见效快，呈现扎实前进的局面。

二、1958至1965年是农民集体兴修水利，水利建设步入快速发展的阶段。

1957年秋，全县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县委、县政府提出：“苦战三年，改变面

貌，蓄住地上水，挖掘地下水，旱田变水田，丰收赛江南”的口号，各农业社、

人民公社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兴办各种水利工程。1958和1959年全县兴办

大型扬水站6处，小型水库3座，以及—批小型渠、井、灌工程。施工规模之

大，投入力量之多，都是空前的。由于缺乏大规模水利建设的经验和准备，贪

大贪多，战线过长，又急于求成，许多工程采取了“边勘查，边设计，边施工"

方法，仓促上马。六大扬水站因设计不周和施工质量差，建成后不能正常运行，

终于废弃。安营堡水库中途下马造成浪费。这些工程欲速不达，挫伤了群众办

水利的积极性。1961年后，经过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纠正了水利建设中的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等错误，回到“小型为主，社队

自办为主”的轨道上来，因地制宜，开发利用地下水发展提水灌溉工程；加强

建成工程的管理，组织工程受益；有计划地兴建山区饮水工程，全县有效灌溉

面积达到18．3万亩，比1957增加5．8万亩。解决饮水困难的村庄达到33处26125

人。

三、1966至1979年是以开发利用地下水为主，狠抓工程配套，组织受益

阶段。这个时期全县完成的大中型工程有东五渠全面改建工程、石河灌区截潜

流工程、洋河水库和洋河大渠工程，以及社队自办的机井、坑塘、引水和平整

土地、建筑园田、梯田等小型工程。全县有效灌溉面积达到24．76万亩，其中

机井1124眼，灌溉面积12万亩。同时通过加强灌溉管理，水浇地粮食产量逐

年增长，东五渠灌区1979年总产2822万公斤，平均亩产390公斤，灌区产粮

占全县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比1956年增加1100万公斤。井灌区增产更为显

著。唯有洋河大渠工程耗资(人工)甚巨不能受益。

四、1980至1985年是水利工作实行改革狠抓效益阶段。1980年后，农村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水利工作贯彻“加强经营管理，讲究经济效益”的

方针，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管理方面。县管、乡管、村管工程分别建立了多种形

式的承包管理责任制和岗位责任制，保证了工程设备完好，效益不断增长。农

田水利建设以小型、村办为主，重点发展渠道防渗小畦灌溉，计划用水等节水

灌溉工程和技术。6年共修建防渗渠411公里，水浇地普遍实行了畦灌，从而

提高了灌溉水的有效利用率，在地上、地下水资源日减的趋势下；全县有效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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溉面积稳定增长。山丘区建设在1983年列入全国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县之后，

开展了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并把治理水土流失与脱贫致富相结合。提

高了治理质量，加快了治理步伐。打井配套，在技术设备不断进步的条件下，

深机井建设逐步向山丘区发展，截止到1985年，已有69个缺水村用上了深机

井水。总之，建国50年来，怀来县水利事业得到空前发展。至1985年已累计

共建成中型水库1座，小型水库2座，坑塘32座，旱水窖3284个，机井1096

眼，扬水站79座，防渗渠道691公里，洋河左岸治理长度17．8公里，万亩以

上灌区2处，水利工程每年实浇面积稳定在24万多亩，对农林牧副业的发展

起到了重要作用。山丘区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27．8平方公里(1990年数)，占

应治理面积的47．34％。基本上解决了饮水困难的村庄132个lO万人。为发展

山丘区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创造了条件。

水利建设的效益有三：一是抗旱效益巨大。至1985年水浇地达24万亩，

已占全县耕地面积的48％，人均占有水浇地0．9亩。而且水浇地基本上实现了

早能灌，涝能排，稳定高产，其粮食、蔬菜、果品等产量在全县占有极其重要

的地位。1985年全县粮食总产790018万公斤，果品总产3806．2万公斤，分别

比1949年增加5114．6万公斤和36301．1万公斤。地下水的开发利用，既解除

了全县人民生活用水困难，又保证了工业副业的发展。1985年全县工副业总

产值1449．2万元，比1949年增加了9．4倍。二是防洪效益显著。山区以小流

域为单元综合治理以来，群众性的保持水土与发展多种经营紧密结合，既减轻

了山洪灾害，也发展了农林(果)牧副业生产，成为山丘区人民脱贫致富的捷

径。河道防洪与淤滩造田相结合，既保证了沿河土地与村镇安全，又扩大了耕

地面积。尤其是洋河治理后，已形成了一条1．8万米的绿色长堤，对防洪防风

调节气候增产粮油起着重要作用。三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效益显著。水利、水

保、饮水、改水、防洪等工程设施的效益，都同群众切身利益相关，凡水利、

水保事业搞得好的乡村，人民收入都比较高，生活改善得比较快。特别是饮水

改水工程解除了几百年来人民的饮水困难和长期饮用高氟水的危害，解放了生

产力，改善了卫生条件，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同步发展。

五、在1986年至2000年这廿世纪末的最后15年中，在已有了37年水利

建设基础的怀来县水利事业，乘着党的从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的东风，

凭借着水利事业二次转轨变型带来的发展机遇，在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中依托逐

步到位的国家水费征收政策而得到良性发展。从起步很快发展到具有一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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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突出节水效益的管灌、喷灌等较高型科技含量的农田灌溉事业，已经取得了

令人注目的成绩。而且，从九十年代初成立的怀来县水行政和水资源管理办公

室将取水和用水纳入法治轨道以及在怀来县召开的关于水土保持和“四荒”开

发、利用的两次全国性会议昭示了怀来县在水利事业中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

成绩和经验。水利多种经营在这十多年中更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水利系统

内包括怀来县第三建筑公司、怀来县液化气公司等八个企事业单位到廿世纪末

的年产值高达2600万元。

回顾建国后50年水利水保建设工作主要经验教训有四条：一、水利水保

工作是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强国富民的伟大事业，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运

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去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实事求是，因

地制宜，精心设计，精心施工，把无畏的革命创造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

起来，去改革开创水利水保事业，才能不断前进。如果只从良好的愿望出发，

忽视客观条件，盲目定工程，上项目，就难免造成失误和浪费。1958年“大

跃进"修建的六大扬水站，脱离实际，前建后拆，浪费资金达344万元和人工

110多万个。“十年动乱"期间，不按基建程序办事，盲目追求高速度修建的

洋河大渠，工程质量低，隐患多，投入资金3575．7万元，相当于建国后小型

水利投资总额的1．6倍，迄今不能通水受益。教训是相当深刻的。二、认真贯

彻“小型为主，以蓄为主，自办为主"方针，是符合怀来县客观实际的。建国

后，在山丘地区开展以小流域为单元综合治理的水土保持工程，拦蓄了地上迳

流，发展了多种经营；在丘陵和平川区建设渠井站等工程，充分利用地上地下

水源扩大灌溉面积，实现了大面积农田稳产高产；在沿河易涝易碱地带搞好防

洪排水工程，消减洪涝灾害，变水害为水利。从而在全县建立起上蓄、中灌、

下排的水利系统，增强了抗旱抗洪能力，保证了国民经济大踏步前进。这一成

功治理路子应进一步推广，使其向纵深发展。在水利水保建设中，国家的支援

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水利水保建设分布面广，项目多j数量大，依靠群众

自己的力量艰苦创业建设家乡是十分必要的，这种精神要进一步发扬光大。三、

水利水保建设是国家和人民的基础产业，必须加强领导，加强管理，狠抓效益。

小流域治理的户包治管责任制、洋河治理的“六成’’(堤坝林路渠地一气建成)、

渠灌工程的渠系，畦田和种植作物，耕作技术四配套、以及分级管理责任制、

井灌区井，机，防渗渠系，小畦，高产作物，专人承包管理六配套，都是发挥

水利工程效益的好经验，要进一步完善提高。那种“重建设轻管理”的偏向必 r／、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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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彻底扭转。四、认真贯彻“水法”和“水土保持法’’加强水资源管理，已初

见成效，各级管理部门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改进领导，提高工作效率，提高

干部素质，要建立健全管理体制，做好各项基础工作，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

需要，做好服务工作。

近几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怀来县人民正在以坚定的信心、

拼搏的精神，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家乡脱贫致富的道路上勇猛前进，

水利水保事业方兴未艾。我们深信，全县干部和人民，在县委和县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一定会把怀来建设的更加繁荣昌盛、富裕安定，并不断取得更大的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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