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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月21日，原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全景到枣庄航运调研

2004年6月21日，原山东省委书记粱步庭(右)视察枣庄航运



2004年6月18日，山东省省长韩寓群(左二)到枣庄航运视察

2007年5月，原山东省政协主席陆懋增视察枣庄航运

rF



1997年8月25日．交通部副部长李居昌(右一)视察万年闸枢纽工程

2002年8月21日，交通部副部长翁孟勇(中)视察枣庄段文明样板航道



1995年488日．交通部剐部长刘松金(左一)视察京杭运河枣庄段

2006年4823日，交通部副部长徐祖远(左)乘船视察京杭运河枣庄段



1997年1月22日，山东省交通厅厅长朱正昌(中)视察枣庄航运

孥蠢

2005年6月10日，山东省交通厅厅长周秋田(右二)到枣庄航运视察



2007年4月3日．山东省交通厅厅长贾学英(左二)在枣庄市市长陈伟(右三)、市

委常委、副市长张宝民(右一)陪同下视察枣庄航运

2007年4fl 3日，山东省交通厅副厅长迟焕然(右)与枣庄市委常委、副市长张宝民
(左)在船上研究枣庄航运工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c1Im年7月h日，中共采庄

市市委书记刘王祥(右二)与

有关领导研究枣庄航运工作

2q)【m年7月H日、山东省艾

通厅港航局局长王栋(左一)

到柬压航运检查指导工作

2 q1116年1¨月7日，柬压市市

长陈伟(右)乘船听取航运工

作睛况jE报



京杭运河枣庄段航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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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与万里长城齐名，是我们的祖先留给后世的宝贵

财富。她绵延1794公里，流经北京、天津两市及冀、鲁、苏、浙四省，枣庄是

大运河流经山东的5座城市之一，历史上，这段运河一直为推动枣庄的经

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京杭运河枣庄段史称洳河，开凿于明朝万历年间，现通航总里程93．9

公里，流经我市四个区(市)、14个乡镇，流域面积1828平方公里。400多年

间，这段运河饱受了历史的风雨沧桑，滋润了广袤的鲁南大地。新中国成

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国家历次拓疏治理，兴建水工

设施，进行逐步渠化，使古老的运河重又焕发新的青春。京杭运河枣庄段

43公里的主航道现已达到二级航道标准，可通航2000吨级船舶，境内建成

的两座国家二级标准的船闸，年单向通过能力达2500万吨，港口年货运量

达到1000余万吨。通航条件的明显改善，不仅使运河航运得以复兴，而且

在防洪排涝、农田灌溉、工业生产、城市建设以及发展沿运经济等方面发

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重温运河历史，可歌可泣；展望运河未来，任重道远。目前，我市尚无

一部全面、系统的京杭运河史志，有关治河、漕运方面的史料尽管不少，但

多散见于各类理论性探讨文集之中，枣庄市航管局的同志们，怀着强烈的

事业心和高度的使命感，调集力量，停辛驻苦，积寸累铢，穷原竟委，积数

年之久，编纂完成了《枣庄航运志》。该志以大量承载历史的图片、文字，翔

实地记述了京杭运河枣庄段形成、变迁、治理的总体过程，客观地揭示了

京杭运河枣庄段发生、发展、变化的历史规律，充分地展现了改革开放以

来枣庄航运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纵览全书，内容丰富，融思想性、科学性和

资料性于一体，基本达到纵不断主线，横不缺要项的要求，可以说是一部



航运志

反映枣庄航运的“百科全书”。

盛世修志，既是历史的传统，又是现实的需要。承先旨在启后，继往

为了开来。我相信，这部志书的出版，将会为进一步开发、利用运河资源

优势，发展我市航运事业，加快和促进“江北水乡，运河古城”的开发建设

提供许多有益的历史借鉴。值此《枣庄航运志》正式出版之际，欣然作序，

以示祝贺。

2

枣庄市委常委、副市长张宝民

2011年3月



凡例

一、 《束庄航运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论述枣庄航运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记事时限：上限据实溯源，下限至2007年底。

三、本志首设概述、大事记，后按事业门类分辑15篇，最后为人物和附

录。体裁使用志、记、传、述、图、表、录，以志为主。

四、为记述事物的完整性，所涉地域范围作重点记述，超越境域部分，

则扼要记述。

五、本志坚持求实存真，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力求体现时代特

征，突出航运特点，着重记述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伊运河通航以来枣庄航

运事业的发展变化。

六、本志采用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前加注朝代年号。除摘录文字和传

统使用汉字字码外，凡纪年、数据均用阿拉伯字码。

七、地名、山川、历史朝代、党政机构、群众团体及官职等称谓，悉照

史书和现代标准用法使用全称，重复出现则用简称。

八、本志坚持“以事系人，生不立传”的原则，仅对枣庄航运发展有突

出贡献的已故者立传人志。其余英模名人或先进者(市级以上)则列名录。

九、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旧志、史书、报刊、专著和专业部门提供的

资料，亦有采用部分口碑资料。除记述中已说明外，其余不再注明出处。

十、本志使用语体，记述体。秉持资料性、科学性、可读性相统一原则，

以记史实为据，不作点评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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