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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河，中国第二大河，世界闻名的万里巨川。
它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由西向东，跨越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
、河南、山东9个省（区），一路携川纳流，奔腾跌宕，在山东垦利县注入渤海，全长5464公里，流域
面积79.5万平方公里。
　　黄河流域幅员辽阔，自然资源富集。
其中，上游的水能资源、中游地区的煤炭资源、下游的石油、天然气资源都十分丰富，在全国占有重
要地位。
流域内气候宜人，大部分地区光热资源充足，发展农业生产潜力很大，其中宁蒙河套平原、关中平原
、下游沿黄河地区，均为全国主要的粮食产地。
黄河流域中下游区域气候温和，水土条件适宜，经济开发历史悠久。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早在远古时期，原始人类的足迹就遍布大河上下。
进入文明社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作为一条传承中华文明的伟大河流，她哺育了中华民族的成长，孕育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
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光芒四射的古国声威，血脉维系的民族灵性，印记着龙的传人增殖裂变、交融
汇流的沧桑年轮，凝聚着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卓然风骨。
因此，黄河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中国占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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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除了杨家河灌区，河套其他地方还开挖了一些干渠。
在河套中部，由私人从黄河上直接开挖引水的干渠有5条，一是三大股渠，主要经过临河干召庙滩，
长35公里，可灌地500顷，此渠系于1918年5月由地商世成西、德和泉、海盛魁三家集资10万元合开。
二是同兴德渠，在临河麻迷兔东，长13公里，可灌麻迷兔村10余顷地，此渠于1918年，由元姓地商筹
款开挖，管理维护由地商同兴德负责。
三是新皂火渠，长13公里，灌五原常兴堂、什拉塔拉一带土地180顷，系1918年3月由各地商集资开挖
，经办人为王同春、樊三喜等。
四是李仲保渠，长10公里，灌五原梅令庙圪卡土地80顷，于1914年由灌地户集资开挖。
五是兴盛成渠，长20公里，灌安北兴盛成地百余顷，系于1924年开挖，该渠共用款3.4万元，由兴盛成
商号负责办理，各灌地户按地亩多少摊分。
　　在河套东部三湖河地区，也开挖了4条小渠，一是西官渠，即从前之合少渠，清末已开，后淤废
，于1920年又重开，系由西公旗出面开挖的官渠。
二是东大渠，即从前之垦务大渠，由史家渠接人三湖河，于1918年开挖。
三是西大渠，于1926年开挖。
开挖东大、西大两渠的工款，皆系乌拉特三公旗报垦放垦荒地时每顷加收30元的押荒银。
四是公济渠，由五大村地户呈请，于1922年开挖，共用工款14万元，大部分由灌水地户按丈青地亩摊
分，不足2万元向银行贷款解决。
这4条渠均上接三湖河引水。
三湖河系一天然河道，由西山嘴黄河歧出，东行115公里复注于黄河。
主支二流之间夹着一片低滩，土质肥沃，名日三湖湾，面积约为7000多顷。
清末几次议垦都遭蒙旗反对。
至1919年，经垦务局多次做工作，东公旗始报垦一部分，共计土地2430顷。
在报垦的土地上所开各渠都成了三湖河的支渠，从此三湖河作为一条干渠使用，垦务机构开始对三湖
河也有些整修。
　　以上地区新开渠道，加上原有八大干渠的灌溉面积，1925年为5340顷，1926年为3841顷，1927年
为5711顷，1928年为5462顷，统计数字表明，渠道增加了，灌溉面积并没有增加，其原因主要是原有
渠道严重失修，减少了一部分灌溉面积。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河套地区都处于极为封闭和落后的状态，直到近代河套水利历经几十年的
开发之后，才逐渐为外界知晓和关注。
民国时期的前十几年间，先后有学者及专业人士对河套水利进行调查研究和著书立说，为河套水利打
开了一扇走向外界的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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