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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吕

聊城地区水利志编篡工作始于 1982 年。遵照山东省水利厅关于编篡水利志

的部署.聊城地区水利局于是年 9 月成立了水利志编篡工作领导小组，徐复东任

组长，张锡丸、杨兆田、辛克杰任副组长，办公室有工作人员 2 人。这个阶段主要

是进行编志的筹备工作。 1984 年 12 月，水利志编寨工作领导小组进行调整，杨

培祯任组伏，徐复东、饶家治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有工作人员 4 人臼从 1985 年

开始到 1990 年，先后搜集了水利志有关资料 180 多万字，编印了公元前 602 年

到 1990 年4聊城地区水利大事记》两册，约计 11 万字。为省水利厅史志办提供

《河道治理长编》初稿本和增补本两册，共 24 万多字。在这期间，还为省海河流域

治理指挥部、聊城地区史志办、聊城地区地名办等单位提供有关资料约it 20 多

万字。

1991 年，聊城地区水利志编篡领导小组又进行调整，调整后改名为聊械地

区水利志编篡委员会，祁文俊任主任，饶家治、陈元丰任副主任，杨培祯、徐复

东、李芳回任顾问，遂组织人员按拟定的目录分工进行聊城地区水利志的编写

工作。 1991 年底写出《聊城地区水利志》初稿，共计 15 章、 58 节，约计 30 万字.

1992 年 7 月，由省水志办和地区史志办组织对《聊城地区水利忘M征求意见稿〉

进行了评审。我们根据评审意见调整了征求意见稿目录.增删了内容.补齐了

图、表、照片和序言、凡例、概述等 .1993 年 4 月完成修订稿.全宏、共分!4籍、 50

章、 92 节，约汁 51 万字。

在《聊城地区水利志》编写过程中，得到上级主管部门和业务部门的指导和

帮助，同时也得到局各有关单位、聊城水文分站和多年从事水利工作的老同志、

者领导的热情支持，并提供了宝贵资料，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是第一次编写专业志书，水平有限，加之资料缺乏，成书时间仓

促，虽经反复修订，志书中缺点、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指正。

聊城地区水利志编篡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九三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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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水是人类生命之源。水的多或寡，也能造成水灾或旱灾.

自古以来，生长在聊城地区广袤平原上的广大人民，→亘在同水博斗目在历

代封建统治时期，由于社会制度的制约，治河防洪、引水灌田、凿井取水、开渠通

航等治水之举，时断时续，且治标多治本少，水利工程基础薄弱，抗御水旱灾害

的能力甚低.早时，井枯河干，田禾无收，卖妻儿，人相食，涝时，房倾塌，村落淹，

淫雨杀禾.死徙无数 z河道决滥时，田庐尽没，舟行陆地，乡民死无葬回水旱灾害

严重威胁着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十年来，聊城地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持续不断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兴

水利、除水害活动。在不同时期，按照不同的治水方针，进行了治河修渠、打井下

泉、筑桥建闸、改士治沙等水利建设。除对黄河、金堤河堤防加固除险外，治理了

卫河、卫运河和徒骇河、马颊河等骨干河道及主流，开发了位山、陶城铺、郭口三

处大中型引黄灌区和引金、引E多处灌区，兴修了大批机井和扬水站，初步形成

了能灌、能排、能蓄的水利工程体系。同时，不断进行水利改革，建立健全水利管

理机构和规章制度，开展综合经营，

聊城地区水利建设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既有丰富的经验，又有深刻

的教训。水利事业不断发展，促进国民经济逐步振兴，水利工程设施在战胜水旱

灾害，保证农业增产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遇早有水，河道安澜，社会安定，人民安

居乐业，经济日渐繁荣。全区 1990 年粮食总产 246.57 万吨，棉花总产 26.27 万

吨，分别是 1949 年的 3. 9 倍和 14. 7 倍。

聊城地区水利建设的辉煌业绩及其所发挥的显著效益充分昭示"水利是

农业的命脉"，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水利兴，农业兴。

《聊城地区水利志》通古贯今，记述了聊城地区水利建设的艰难历程和巨大

成就，讴歌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人民群众的卓

绝功绩。前有所稽，后有可鉴囚《聊城地区水利志3的出版，填补了聊城地区历史

上无水利专业志书的空白，它有助于人们了解聊城地区水利建设的历史和现

状，研究和掌握治水的特点和规律，借鉴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以便把水利工作搞

得更好。《聊城地区水利志》将在聊城地区今后水利建设中发挥"存史、教育、资

政"的作用囚

聊城地区水利志编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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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聊城地区水利志》是聊城地区第 部水利专志。它的编写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力求从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上，实事求是地记述聊城地区水

利事业的历史与现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编篡原则

(-)上限不定，远溯从简，下限断至 1990 年。

(三)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古为今用。体现时代特点，反映历史状况，突

出地方特色，重点记述建国后聊城地区水利建设的巨大成就。

(三)力求横排纵述，横不缺项，纵不断线，事不重出，大事不漏，琐事不录，

去舍严谨。

(四)严格遵守《保密法》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密工作的规定，不失植

机密。

二、志书内容

本志、包括概述和河流水系、水资源、水旱灾害、河道治理、综合治理、抗旱防

汛、水文、勘测规划设计施工、科技教育、水利管理、水事纠纷、财务管理、综合经

营和水利机构等。所用资料均系经过细致考证，力图做到去粗存精，去伪存真，

准确完整，翔实可靠。关于黄河内容，鉴于黄河部门己编寨黄河专志，故本志只

在有关篇章略述。

兰、编写体例

(一)体裁以志为主，辅以述、记、传、图、表，力求图文并茂。

(二)结构按篇、章、节、目的层次排列，用汉字 、二、三…·代目。以事类

从，逐层统属。

(二三)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加用标点符号，力求简明通俗。除引文外，

力避文言文或丈臼夹杂。 般述而不议，功过是非、成败得失、盛衰起伏、经验教

训等均寓于事物的如实记述中。

四、行文规约

(一)中华民国及以前的历史记年，依当时的历史年号书写，并用括号加注

公元纪年，用汉字记年月日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
2 



码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后。

(二)统计数字，除引文中的数字外，均采用聊城地区统计局和聊城地区水

利局的统计数字。计量单位，采用全国法定计量单位，历史上使用的单位，如实

记载。

(三二)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图书、专著、文献和口碑等，除引用图书、专著等

原文时注明出处外，其他一般不注明出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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