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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项巨大的财富，同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关

系。原始人群逐水草而居，夏禹治水使人们由游牧生活转向了农业生产，周，秦以来，

我国以农立国，农业离不开水利。历代政权的存亡，社会的兴衰，多与治水工作的兴废

相联系。凡重视兴修水利，减少水旱灾害的，则五谷丰登，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反

之，忽视治水工作，则灾害频繁，民饥国衰，社会动荡不安。翻阅历史，此种事实不胜

枚举。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把水利看作是农业的命脉，领导人民群众坚持不懈地开展了大

规模的水利建设，先后治理河道，改造洼碱，增打砖井、机井，发展引黄灌溉。。经过三

十多年的艰苦奋斗，聊城市境内初步实现了水利化、园田化，自然面貌和生产条件发生

了根本改变，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当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水利有了更广泛的

慨念，它不但是农业的命脉，而且是工业的血液，是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因素，水利建

’设的作用愈益明显。

《聊城市水利志》较为系统地记述了古今的治水情况，提供了治水起伏过程中的经

验教训，使人得到不少教益，特别是对后来者会有很大帮助，体现了新编志书的要求和

目的。它的成书，对聊城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是很有意义的。

胡 元亭

一九八六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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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关于编纂地方史志的指示精神，编写了聊城市水利志。聊城历代没有水利

志书，清·嘉庆年间的《东昌府志》和宣统年问的((聊城县志》，《堂邑县志》都很少

记载水利。这次编志收集了古今治水的有关资料，经过考查研究，审核校正，科‘学分

类，编纂成书。书中从聊城治水的起源开始，以新的观点，记述了各个历史时期水利事

业发展的兴衰过程，使社会主义时代的第一部水利志具有“连续性”、“系统性，，和

‘‘全面性"的特点。

这次是编写新志，不续旧志，突出反映聊城的时代风貌和地方特点，揭示旱涝灾害

频繁的原因及其客观规律，记述历代劳动人民的治水活动，反映当代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以“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英雄气概。并探讨古今治

水的经验教训，提供有关的数据、依据，籍以提高干部的知识化和专业化水平，对当代

和今后的水利建设起参考与借鉴作用。

在水利志的编写方法上，我们继承历代修志的优良传统，并根据近代水利科学门类

的增多，以发展的观点作了一些改革与创新，坚持志中有史，史志结合，以志为主，穿

插安排，试图以较好的形式来反映志书的内容。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时间短暂，缺点和差错难以避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聊城市水利志》编纂小组

一九八六年六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四河头恨2。l 1：干l



王铺节制闸

筮



．I一堤L』静制】lIlj



徒骇河穿运涵洲



张炉集杨水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船闸



凡 例

水利志的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基本观点，本着“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立足当代，服务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的精神，因事而异，追溯事物的起源和发展，上限不定，下限断于1985年。

建国前的资料约占志书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建国后的资料占志书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寸

1984年1月9日，经国务院批准，聊城县改为聊城市。本志书名为《聊城市水利志》。

一、内容

卷首为大事记要，正文十二章。即：概述，地形与水系、水资源，水旱灾害、河道

治理、治涝改碱、灌溉工程、桥涵闸，工程运用、水利管理、机构沿革、水利杂记，共

分四十六节，七十个项目。卷末附录水利文存和编志始末等。

大事记要：按年代依次编写，{己载古今水旱灾害，治水活动、方针政策，机构沿革

等重大事件。

概述：用简明的文字，梗概全貌。并按史体划分阶段，简述发展，记其变化，反映

规律，有叙有论，与正文纵横交织，把各章节内容有机的联系起来。

地形与水系：地形从黄河冲积扇的形成，叙述到黄河正流经过聊城的年代、路线、

携沙情况、珥，积厚度和近代地形变化，水系从夏禹治水，漯川分流，叙述到古今水系和，

历代聊城河流的改道与演变。

。水资源：说明境内地上水和浅层地下水的储量，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用水情况，计算

余缺，并对深层水资源作初步探讨。

．水旱灾害：记述自东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到1985年聊城二千五百多年闻

的大旱大水及当代抗灾活动。

河道治理：筒述古代河道治理情况，重点叙述建国后河道扩建、施工经验，效益情
况，以及沿河建筑物的更新等。

治涝改碱：说明洼、碱分布，当代的改造工程与效益。

灌溉工程：记述井泉与提水工具的演变、引黄灌溉、扬水站以及动力排灌机械的发

展和效益。

桥涵闸：简述它的造型演变和发展，以及现代水工建筑物的形状与结构。

工程运用：以当代水利工程为基础，叙述在抗旱、防汛中对河道、渠系和洒闸的运

用。

水利管理：记述施工的组织与活动，工程设施的管理，以及财务的管理办法等。

机构沿革：从历代水利机构、河道机构叙述到建国后的建设科，水利局和水利队伍

的发展。

水利杂记：为志书所不能包插的一些资料，有风景、传说，人物等。



二、体例

本志采用记、志，图、表、录、照六种体裁。除大事记和概述外，各章节，横排纵

述，掌握不缺项，不断线，文不重出，并用语体文记述。

在记述中涉及古代资料和某些问题，需要引证说明的，在本章后而注解。

+三、资料0 c
一

、

，．(．一)古代资料：依据南北朝·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清代胡渭著Ⅸ禹贡锥

指》、清代著名地理书《读史方舆纪要>)、清代《续山东考古录》、《东昌’府志)、、

《聊城县志》、 (‘堂邑县志》，．《治河方略》’并参考了《黄河变迁史》j 《历代旱涝

灾害史》等。 ．

‘

一

一 ·(二)近代资料：参阅了民国期间髹山东水利专刊)》和有关图书、报刊，并进行了

采访。 j‘

(三)当代资料：：：要查阅档案，组织座谈，实地调查，科室提供，力求完备。．

一 (四)水利志采用资料，均经人证、物证、书证、理证予以核实，有不同说法者，

均经查对，作到准确。 ，． ．：

四、编写方法 ：．

(～)突出地方特点和时代特点，着重反映聊城有史以来水旱灾害频繁，大灾周期

性短，当代水利建设已实现遇旱有水，遇涝排水，促进农业高产稳产，效益明显。以上

凡与全国、全省有共性的，从简记述。

(二)掌握事物的本质，重视资料价值．，古为今用，决定取舍。正确反映历史发展

的真实面目，突出古今人民的治水功绩，实事求是，述而不论，寓褒贬于记述之中·

(三)关于经验教训的写法，寓于事物发展的起伏之中，不作总结式的概括归纳。

(四)关于人物的写法，采取以事系人，以人系事，既见事物又见人，既记死人。

又记活人，除记历史上的治水名人外，对当代人物掌握三条：一是新生事物出现的主要

人员，二是水利建没中有突出事迹的先进集体与个人，三是水利建设中，挫折和教训一

般不联系个人，由于受认识、资金和科学技术等方丽的制约，走了弯路，作为教训记取

下来。

(五)根据地方史志的行文规定，对用字、语词、名称、称谓、时间、数字、图表

等，力求合乎志书规范。对数字的用法如下：l、词汇和成语中的数字、百分比、历史

年代和农历月日，用汉字书写，为使历史年代与公历吻合，在括号内用阿拉伯数字注明

公元年月。2、公历年月日，表格中的数字和百分比，均川阿拉伯数字书写。3、引用

法规和重要文献，其中数字书写忠实于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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