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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平原县水利志》作为平原县第一部水利专志，业已编纂完成，出版问世。

该志书统合一县之古今水利，将人民与天拚搏，与地奋争，与水竞斗的历程和

功绩，首次系统地载入史册，传惠后代，实在令人欣慰。这对于水利事业的不断

发展，对于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继续前进，自有裨益，值得庆幸。

兴水之利、除水之害，历来是国家昌盛、社会安定、人民乐业的大事。平原

县古来旱涝频频，十年九灾，人民深受其害。历代王朝，虽事治水，但限于社会

制度、历史条件、科技水平等因素，其成效总也微微。“陆地·片汪洋，房倒屋

塌”或“赤地千里、草木焦枯’’的深重灾难，“大饥，人相食、卖儿卖女，饿殍载道”

以及“流离失所、村无人烟"的悲惨情景，不时发生。今花甲之人还曾经历。细

想当年，令人悚然，人民又能奈何!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还在满目疮痍、百废

待举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人民政府，已把“防止水患、兴修水利、发

展生产’’的治水大略提了出来。从此，平原县的水利事业生机萌动，迅展新颜：

挖河、打井、沟洫方田、平整土地、修桥建闸、引进黄河水、配套各种机械和建筑

工程，推行排灌及施工的技术革新与进步⋯⋯以治理旱、涝、碱三害为中心的

各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逐年发展、壮大，曾几度形成日夜奋战的高潮。宏观壮

举、岂古人敢想!人民的决心与凝聚力，巨大的付出和牺牲精神，在综合治理

旱、涝、碱中取得了重大成效，争来农业连续的增产增收，创造出史无前例的丰

绩。水利之功昭著，县民有口皆碑。 ．

《平原县水利志》，以数千年沧桑，人、天、物剧争为本，以详今略古的原则，

围绕“存史、资政、教化"的宗旨编纂而成。在编写过程中，编纂者们坚持历史唯

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经过广征博采，去伪存真，以记、志、图、表、录等多种

体例记述了平原县水利的自然条件、发展演变、水政人事，重点是新中国建立

后的巨大发展和进步。志书还首次对马颊河西高地的成因，古笃马河在县内的

l}I，^p，一I-



遗踪，以及史传纷乱的呜犊和屯氏诸河提出了新的见解。其编纂观点正确、内

容翔实，真实地反映了全县人民战天斗地的创业精神，寓示了社会制度的作用

以及客观规律的不可抗拒性。确是一部承前启后、以实寓教、价值较高的编著。

作为曾经在水利发展道路上走过的一员，读此书，忆过去，三十七年的路

途坎坷，成功与曲折令人感怀良深。展望未来，对于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水

资源，我们还未能完全驾驭它，水旱灾害还在威胁着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生命。

在科学技术、工农各业飞速发展的新时代，本县水资源不足与社会需求的矛盾

必将日益尖锐。水利事业如何继往开来，为人民做出更大贡献，任重而道远，诚

望水利志士辈出。

召靠，勿吮
苌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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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记述平原县的治水始源、历程和现状，上不立限，下断于1985

年。

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

地志记全县水利事业，贯通古今，侧重近代，详记当代。力求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相统一，达到存史、资政、育人之目的，为今后治水和社会发展

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三、全志设置概述、大事记和门类志三部分。概述为全志的总揽，概略

治水纵向历程，横联各门类事项，提要剖示水利事业发展因果和规律；大事

记以编年体或记事本末体记载清朝初建以来的水利大事、要事、新生事物，对

清朝以前的水利大事，因其资料稀少、单调，难以联贯，各有关门类志中都

要记述，此处不再收入；门类志按水利自然背景、治水工程、政事人文三大

门类分章设节，横列水利各事项，最后设其他水利工作一章和附录，以收敛

拾零不宜列入前面各部的内容，完整全志。

四、志中所涉人物，对已故世者，直书其名，不加褒贬，有特殊贡献者，

立传详述；对在世人，一般不书其职称，并遵从生不立传的通例。

五、除引用史料可用原文外，其他志述均采用语体文。严守史实，叙而

不议。运用志、记、图、表、传、录等体裁，力求记述简明、确切。

六、所记内容以当今县境为界。1958---,1983年间一度用过的公社、生产

大队等名称，与恢复后的乡(镇)、村庄称呼相对应。

七、志中所说建国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八、有关历史记年，均依当时历史年号，另加括号注明公元纪年。但对

公元1000年以后的，省略“公元"二字。

九、数字的用法，凡夏历、历代帝王纪年，志书的章、节、目、序和成

语、词汇中数字，都用汉字，其他情况都用阿拉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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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衡单位都用公制。

工程的绝对高程都用黄海高程。

料来源有档案、文献、藏籍、知情单位或人，实地考察等，

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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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平原县位于鲁西北黄河下游冲积平原，北接陵县，东临临邑县，东南

是禹城县，南为高唐，西靠夏津和武城，西北隅与德州市隔四女寺减河相望。

地理坐标为：东经116。10'35，，"-'116。42，0，，，北纬36。57740Ⅳ"--'37。23716"，东西最

宽48公里，南北最长45公里。全县总面积1102．1平方公里，折合165．315

万亩。

平原县历史悠久，古代夏时即为侯国，是有隔氏、有穷氏的聚居地。因

地势广旷平坦，战国时期已有“平原’’之名称，秦行郡县制设置平原县，故

城池在今王庙乡张官店村东南角。北齐文宣帝天保五年(公元554年)迁至

今地。古代“平原郡(国)”治所多设于境内，是经济、文化开发较早的地区。

1937年抗日战争暴发，政局纷乱，县境屡有分合裁并。40年代，平原县

仅辖津浦铁路与马颊河之间的一、二、三、四、五区，铁路以东的六：七、八、

九区先后分属平禹县、平原县、平北县。1950年撤平北，复归平原县。马颊

河西本是恩县领地，1956年撤恩，平原县得其东半部。1965年西沙河以西大

部划给武城。1972年四女寺减河以北黄河涯、于官屯、廿里铺3个公社划归

德州市后，至今县境版图未变。

1985年统计：全县辖4个镇，15个乡，917个自然村，902个村民委员

会，2301个村民小组，100747户，420682人，其中农业人口389722人，农

业劳动力173846人。平原县属于种植业为主，林牧副渔业为副，工业尚弱的

农业县，小麦、玉米、棉花是三大主要农作物。

经过1983年土地普查统计，全县有可耕地面积108．34万亩(行政统报

为86．2万亩)，人均2．77亩，园、林、牧草地11．70万亩，水域(河、塘、

沟、渠等)16．14万亩，其余29．135万亩是城、镇、村、路、荒地。

县境地势平坦，西南高，东北低，相对高差10米，地面坡降1／8000一-,

1／10000。地表松散土层深厚，岗、坡、洼相间，多波状起伏，具典型冲积平原

特征。大致可分为5种主要微地貌类型：河滩高地、缓平坡地、浅平洼地、背

河槽状洼地、沙质河槽地。不同地貌区相互间套，对地表和地下水文现象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平原县水利志

着控制性影响。尤其相家河、马颊河以西高地，比河东突然高出3"-'5米，故

有“马颊河淹东不淹西弦的民谣相传。受水的影响，其上层土多为褐土化潮

土。马颊河东多是波洼地，昔称“水乡泽国，不能得水之利，惟求避水之

害"(旧《平原县志》语)，其上部土层已多变为盐化潮土或潮盐土。

平原县地处北温带大陆性半湿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降雨偏少，且

时空分布不均，加之大气蒸发强度大，水旱灾害频繁发生，几乎年年都有，对

各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危害严重，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大不利因素。

境内河流都属海河流域南系，分归三大干流入于渤海。一是漳卫新河

．(即四女寺减河)，跨西北边缘，县内流域面积58．1平方公里；二是马颊河，

贯穿县境中部，县内流域面积642平方公里，占全县面积的60％；三是德惠

新河，汇泄县内东及东南部各乡镇地表径流，流域面积402平方公里。三大

干流分别是明朝、唐朝和建立新中国之后开挖整治而成，县内有流域面积超

过30平方公里的一i二级支流24条，其中除相家、笃马、洪沟、赵王、老

赵王和赵王河故道历史久远外，另18条都是建国后开挖整治出来的。

本地水资源包括大气降水、地表径流、河道拦蓄、以及地下淡水。目前

可供人力开发利用的水资源量多年平均为1．11亿立方米，远远不能满足工农

业需求。1958年曾建立位山引黄、头屯引卫和马颊河拦河闸坝，因弊病多而

毁掉。1970年以来建马颊河李家桥大闸和德州地区潘庄引黄等工程后，基本

解除历来干旱缺水之困，农业大受其益。

在平原县这方土地上，人民与水纷争的历史久远。传说中的大禹治水，疏

开九河，距今已四千多年。古代黄河几经平原，洪水横流肆意泛滥，历代有

许多官民治水的文字，但更多的却是旱涝灾害的记载。及至唐开马颊河，宋

疏二股河，明掘四女寺减河，清凿新鬲津河，并几次疏浚河道，修桥等等，表

明县民治水活动在逐渐加强，只是进步缓慢，且多偏于抗洪排涝。至于抗旱

救灾活动，除祈天求神外，再无资料稽考。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境内

除马颊河原本宽深之外，洪沟、赵王、相家、新鬲津四条骨干河道都忽断忽

现，淤塞严重，基本失去了排涝能力。全县仅有的三千多眼砖井，多在村内，

田间甚少。旱涝灾害频繁交迫，人民十分艰难。

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县人民在各级政府领导之下，大兴水利建设，’挖河、

开沟、打井、修田，建桥、涵、闸、扬水站，灌溉抗旱，治涝改碱，至今37

年来从无间断。国家和人民投入了巨大的财物、劳动和智慧，争来了改天换

地的辉煌成就。1985年全县耕地比建国之初少了1／3，农业却有了巨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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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粮食总产量由0．6984亿公斤增加到2．444亿公斤，为1949年的3．5倍；

棉花(皮棉)总产量由201．5万公斤，增加到2426万公斤，为1949年的12

倍。其中单是水利之功，一般公论占30---,40％。回顾37年治水历程，大致可

分为四个阶段。

一、i9411""1957年

建国之初，还在疮痍满目，百废待兴，国力民力都十分稚弱之时，中央

便制定出水利建设方针：“防止水患，兴修水利，达到大量发展生产的目的。"

全县人民在政府领导组织下，从“应急"着手，一面生产，一面展开治水工

作。排涝方面，先后疏浚了洪沟、赵王、新鬲津三条淤塞最严重的泄水河道；

每年汛前和汛期，查阻隔，挖顺水沟，疏通洼地积水；与临县协作，分别挖

通辛章、肖家洼、白庄、胡集、王楼、马腰务、钟官屯、王蛮等十多条县际

排水要道，使上、下游畅通；还参加卫运河、四女寺减河整治工程，有效地

缓解了50年代初多雨年的水害。在抗旱方面，广泛发动群众，打土井、打砖

井，制作各种传统提水工具，大力贷购推广解放牌新式水车，后又引进锅驼

抽水机，革除靠天吃饭的旧思想，增强了抗旱能力。1955""1957年，基本实

现农业合作化和县政府首次设立专门治水机构后，逐渐掀起以打井、下泉、挖

坑塘、沟洫畦田为中心的农田水利建设群众运动，展现出水利事业由“被动

应急一转向“主动施治’’的新发展。到1957．年底，全县已有水井21310眼

(其中井底下泉30眼)，比1949年净增17780眼，简易提水工具3800部，各

式水车9000部，锅驼抽水机50部，新挖坑塘22个，灌溉面积达到3．4万亩，

建成畦田3万亩。这些新设施在抗御旱涝灾害中收到立竿见影之效，农业生

产条件明显好转，1957年粮棉总产分别达到9993．5万公斤和338．5万公斤，

比1949年分别提高43％和68％。

二、1958-'-,1963年 ·

农业的发展，要求增加灌溉，当地水资源显然不足。1958年3月，中央

．提出“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一的新水利方针，平原县亦大搞蓄水

抗旱工程。但是，平原县在水利建设中，受到了“大跃进"氛围的影响，不

进行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不顾客观条件，也不做规划，片面强调以蓄为主，

要“把天上的水蓄起来，把地下的水挖出来，把河里的水引出来一，要求搿一

亩地对一亩天’’，做到“水不出县，水不出社，水不出村"。各公社(1958年

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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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后，撤乡成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发动群众，大搞蓄水工程：到处挖河、

挖沟、挖坑塘，拦河建土坝，大地搞畦田，平原地区修水库；大搞引水工程：

建位山引黄和头屯引卫沟渠；打土井、砖井、荆条井和机井(实为砖井底部

下竹泉)；还开运河，兴航运，办水力发电站⋯⋯一哄而上，比数量、赛形势，

不管质量和效益。绝大多数工程只有虚名，或一哄而下，半途而废。耗费的

财、物和人力难以计数。结果是旱时仍无水，许多工程打乱了地表水的自然

流势，加重了1961"--1964年的涝灾和土地次生盐碱化，农业歉收，人民生活

极度困难。各级政府急调救济粮菜，群众一面挖沟抗涝，一面生产自救。水

利建设进入低潮。1962年开始平沟还耕，清除阻障恢复水的自然流势。这几

年的主观盲动和自然灾害，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1961年全县粮食总

产只有992万公斤，不到1957年的1／10，也不到建国初1949年的1／7，棉

花几乎绝产。教训之深，令人难忘。

三、1964---,1978年

此前十多年治水实践使人们明白：只治旱不行，只治涝也不行，不顾实

际的空想盲动更不行，必须针对本县特点，进行早、涝、碱综合治理。毛泽

东主席于1963年11月发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号召后，国家科委、水

利电力部和山东省政府随于1964年春将综合治理黄、淮、海三河平原地区旱、

涝、碱的研究和实施计划付诸行动。是年冬，在“以排为主，排滞兼施，以

河为纲，以沟为网，高地建畦田、坡地建条田，洼地建台田"的新水利方针

指导下，全县揭开了挖河挖沟，打井、建扬水站，建桥、涵、闸和三田为主

要内容的旱、涝、碱综合治理新篇章，多次掀起水利建设高潮。根据建设的

重点不同，又可大致分1971年以前和以后两个时段。

1971年以前，治涝方面主要是疏治骨干河沟，打通排水要道。马颊河和

漳卫新河(四女寺减河新名)都经过连续两次扩大治理，行水能力逐步提高

到1961年雨型(马颊河流域45天降雨600毫米)防洪标准。平地开挖出德

惠新河，为徒骇至马颊之间大片坡洼地涝水打通了入海新道，并达到1964年

雨型(45天降雨400毫米)排涝标准。扩大治理了县内洪沟、赵王、相家、新

鬲津等原有河道，新挖了16条流域面积30平方公里以上的骨干排水沟。这

些河沟也达到了1964年雨型排涝标准，与田间部分沟洫相配合，构成骨干排

水网架，可使大部耕地解除涝的威胁。在抗旱方面遇到了1965"-'1968年的连

续干旱和特大旱灾。打砖井，打机井，动用传统的提水工具辘轳、水车、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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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和新式机泵等，关键时期日夜抗旱不停。由于地下水源贫乏，水井机具不

足，农业受灾仍很严重。这期间还在使用新材料修建钢筋混凝土大桥大闸，以

及引用新技术、新工艺进行测量、设计、施工、找水等方面取得重大进步。

1971年冬，德州地区兴建潘庄引黄灌溉工程，1972年5月建成放水，补

救了平原县水源的先天不足，旱、涝、碱综合治理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水

利建设的重点转为：第二，在“以井保丰，以河补源’’的思想指导下，停止

打土井砖井，大力发展机井，要求达到井灌、河灌双保险。政府年年增拨打

井及配套机泵补助费，充实打井机具，年打井能力达到1000多眼，到1978年

已累计打机井7000多眼。第二、补充完善灌排调水骨干工程，先后开挖出引

黄十三干沟、马减竖河、腰站中心沟、扁担沟、张士府沟等大沟。第三，各

级河沟由单一排水功能渐变为灌排两用。河道经常输送黄河水，造成严重淤

积。年年利用春、冬(有时也在夏季)组织大量人力清淤，成为一项重要水

事。第四，以治水改土，完备灌排体系，建设高产稳产田为目的，广泛开展

以“三成四结合”方田建设为中心内容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1974年成立

“平原县改貌办公室’’，进一步加强对全县“三成四结合"的统一规划、布署

和领导，多次掀起群众性的建设高潮；1976年苏集、王庙两公社兴建引黄自

流灌溉万亩方田，是年冬，马颊河西5个公社列入德州地区马西五县市农田

水利基本建设会战区；1978年，城南八社又列入齐(河)、禹(城)、平

(原)、高(唐)、茌(平)五县治碱样板区。所剩城东六社，亦由县加强投资

建设，与马西、城南同步前进。各片建设所需建材、粮油等由省、地、县、乡

分别调拨，群众出劳动力。“三成四结合’’的规整方田，代替了过去的斜路、

弯沟、土岗、洼坑，大地面貌彻底改观，农业生产大幅度提高。1978年粮食

总产11440万公斤，比1963年的5284．5万公斤高出t倍多，比黄灌前夕1971

年的8749．5万公斤提高3l％。这段时期的治水，针对本地旱、涝、碱并重的

特点，采用科学方法，实行综合治理，基本达到了遇涝能排，遇旱有水，有

．效地抑制了次生盐碱化。建设过程中，主要有两点后果并非初衷：一是重黄

灌轻井灌，造成机井越打越多，利用率却越来越小，许多新井从没用过便荒

废了。二是‘‘三成四结合一方田的灌水渠为地上渠，易跑水漏水，使用麻烦，

渐被群众舍弃，用沟代渠。一沟两用，引黄简便，但普遍淤积严重，影响排涝。

四、1979"～1985年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县水利工作与国家新方针政策相

争《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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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重点转入加强管理，讲究实效，纠正过去建设战线长、散、乱，重建

轻管，效益低下等现象，各个岗位健全规章制度，依靠“一把钥匙一(水利工

程的建和管都要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两个支柱’’(征收水费和综合经营)，

逐步建立“以水养水一新体制。按照民办为主，国家扶助为辅，谁受益谁负

担的原则，“加强经营管理，讲究经济效益"。在对水利工程“三查三定"的

基础上，充实加强管理机构，普遍推行经济承包管理责任制，充分发挥国家、

地方和群众办水利的积极性。工程设施管理好转，投入减少，效益提高。连

续七年干旱少雨，并有大旱，因有黄水灌溉，农业生产持续上升，成倍增长。

1985年，粮食总产达到24442．5万公斤，棉花总产达到2426万公斤，分别比

1978年提高1．2倍和7．8倍，增幅之大前所未有。

到1985年止，全县有流域面积3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沟27条，共长

379．6公里，引黄总干及干沟干渠5条共长49．7公里，以上32条骨干排灌

水道上建有拦河闸13座，桥255座，涵47座，跌水56座，渡槽15座，总

排涝能力415．4立方米／秒，引黄能力51．5立方米／秒；田间有干、支、斗、

农四级沟渠2369条，共长2912．6公里，附设桥、涵、闸、渡槽等建筑物3295

座；现有能用机井2452眼，固定扬水站130座。排灌机械总计11997台／

15．05万马力，农用水泵9443台，平均密度为每平方公里有：耕地800亩，河

沟渠3．07公里，水工建筑物工程3．46座，能用机井2．2眼，排灌机械11台／

137．2马力。所有耕地都能浇灌，其中有效灌溉面积69万亩，旱涝保收面积

40．7万亩；易涝面积由1949年的19．44万亩减少到1964年雨型9．40万亩；

盐碱地面积由1961年的44．30万亩，减少到31．85万亩。

建国37年来，水利建设投入巨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明显，所经历程

曲折，经验教训都很多。为了更好地发挥水利效能，适应全县人民和各行各

业不断发展的需要，还有一些不足和不够充分重视之处。今后应注意做好以

下几个方面：

1．完善工程配套和管理制度。全县大小河沟，多数排灌两用，淤积严重，

年年清挖不迭。由于建筑物工程配套不全，灌排时常有扒、堵现象，致使淤

积更重，影响行洪排涝、抗旱送水和交通生产。近几年对水利投资减少，水

利设施老化、退化、失修，寿命缩短，功能减退，隐患不少。应当广泛宣传

水之利害，水利意义，多方筹资，增加投入，进一步完善配套工程，不断提

高水利化程度和实际效益。水利管理也要更加完善和严密制度，加强法制，切

实做好有建有管，为各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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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重视本地水资源。本地水源不足，引进客水势在必行。然而，不注

意开发利用本地水资源，大量机井被舍弃、毁坏严重，既是浪费，也缺乏长

远眼光。重视机井和使用当地水资源有许多益处。第一，可利于机井保护，节

约水资源；第二，可降低地下水位，利于防涝和改碱，第三，可防旱季黄水

贫乏之危，真正做到井灌、河灌双保险。

3．广开资金来源，增加投入，推动水利事业不断发展。水利建设利国利

民，所需资金也要靠国靠民。搞好水利需要国家、地方、民众多方出力。另

外，还应加强水利事业的企业化管理，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搞

好水费征收和综合经营，“以水养水’’，不断进步。

4．节约用水，保护水源。各行各业、不断发展，用水量越来越多，对水

污染也在加重。要大力宣传本县水资源贫乏，水源珍贵的基本水情；倡导爱

护水源，节约用水的良好风尚；推行喷灌、滴灌、’小畦灌、水道衬砌，实行

按用水量收取水费等办法，发展节水型农业；加强水环境监测和污水处理设

施，保护好水环境，防止水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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