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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佔领时期东北的农田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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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至1937年间，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统治未稳，生产并无显著发展。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展开

以后，军需供应紧张。于是从日本本土向东北移民，组成所谓“开拓团”，并胁迫当地居民加速农业生产，

水田面积迅速增加。水利建设方面，1935年伪满曾实行“辽河治水计划”，在老哈河、浑河、太子河等支流

上，计划修建10座水库，调蓄辽河水量，计划增加水田28.5万公顷。到抗战胜利前两年，东北各主要河流范

围的水田分布如表12-8所示②［注：《东北经济小丛书》第18册《农田水利》，1947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垂死挣扎，计划在东北建设几处大型灌区，供应军需。其中东辽河灌

区、盘山灌区、郭前旗灌区和查哈阳灌区规划比较大。 

  盘山灌区位于辽宁省盘山县南辽河西岸，为一电力抽水灌区。当年共建有田庄台、平安、荣兴、二道桥

子4座抽水站，共有抽水机24台，6010马力。总抽水量为6.98立方米每秒。至1945年实有灌溉面积16.5万亩。

日本投降后机器遭破坏，1949年后重建，1951年灌溉面积达19.2亩。 

  东辽河灌区位于吉林省梨树和怀德县境东辽河东岸，二龙山水库下游。渠首拦河坝高2.5米，长103米。

进水闸15孔，设计引水量60立方米每秒，1944年开工，至日本投降时全部工程尚未完工。1949年后改建，至

1953年已灌田9500公顷。 



  郭前旗灌区位于第二松花江左岸，前郭尔罗斯县南。1944年日寇实行紧急开发计划，从日本移民来此，

计划建设电力抽水站3座，灌溉5万公顷水田。至1945年只完成第一和第二抽水站的一部分，实际灌溉1.8万公

顷土地。日本投降后破坏了抽水站全部设备。1949年进行了重建，1951年灌溉面积达4000公顷。 

  查哈阳灌区位于黑龙江省甘南县境诺敏河南岸。原计划在诺敏河上修建拦河坝，引水60立方米每秒，开

发水田4万公顷，截止1945年只完成7000公顷的渠道工程。1949年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①［注：东北人民政

府农业部水利总局《东北四大灌区介绍》，1952年。］。 

  五、海河流域农田水利 

  民国以来，海河流域民间自建的灌溉工程较多，但修建技术和灌区管理问题不少。30年代开始，由华北

水利委员会组织兴建的主要工程有：滹沱河灌溉工程，永定河放淤工程，崔兴沽灌溉试验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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