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5426

■-1



东明县水利志

(内部资料)

东明县水利局

一九八六年六月



诘台 孝
丽 青

东明县地处黄河之滨，气傍温和，物产丰富，是中华民族古代文

化孕育之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广大劳动人民，勤劳勇敢，聪明智

慧，曾创造出无数古代文明之花。但是，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由

于历代反动统治者的剥削压迫，黑暗腐败，使广大劳动人民遭受了无

数次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灾大难。水灾严重时，黄河到处泛滥，田庐

人畜漂没殆尽；旱灾严重时，井泉涸，叶不生，花不开，果不食，赤

地千里，人饥相食。长期的自然灾害，把东明县变成了一个易早易涝

易碱，沙丘沙荒遍布，洪水不断为害的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短短三十余年的时间内，进行了规模

宏大的水利建设，初步建立起排灌系统，基本消除了重大的水旱灾害，

大面积地改良了沙碱薄地，使农业生产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走上了

高产稳产的道路，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因此，回顾水利建设发展的

历史，总结科学治水的经验，对于今后水利建设的发展，将起到一定

的借鉴和推动作用。

东明县水利志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历史资料为主，结

合座谈回忆，以纵为主，以横为辅，重点阐述1949年以后的水设建设

发展情况，上从1840年开始，下到1984年为止，共九章二十四节。

东明县水利志的资料来源主要是水利局历年档案、旧县志、统计

局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以R部分老干部的回忆，由于资料欠缺不全，

编写人员的水平所限，内容不免贫乏空洞，错误与遗漏之处在所难负．，

恳切希望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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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

1 840年前
·‘

， ●

●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

河决响子口(响子口在县西南二十里，即历代黄河故道，当时其

． 流奋激声闻数十里故名，今废)，漫灌东明，曹州，淹死人畜，，损坏

官民房屋，不可胜计o。

《东明县档案馆资料》

公元1484年(明成化二十年)!

岁大旱棂人饥相食。

《东明县志》 ．

公元1492年(明弘治五年)

河复决荆隆口，由黄陵岗急速流入张秋运河。‘就耷这期间增修

大堤，即现在的长堤，长堤在我县地段-长123，华里。黄河堤防最早起
。

于春秋战国，黄河大堤西起河南邙山，东至渤海，横架予鲁平原，金

长一千三百多公里，被誉为翻水上长城"的其中之一。)

《东明县档案馆资料》

公元1537年(明嘉靖十六年)

春二月开始下雨，直到八月，禾稼彳空。

《东明县档案馆资料》

．公元1600年(．明万历二十八年)

冬，大雨两昼夜，泥水不成冻。

《菏泽地区水早灾害史料汇编》

_I J|、
l／



公元1606年(明万历卅四年)
’

秋，大水，平地深数尺禾稼伤损十之七、八。

《东明县志．》，⋯．

公元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

春、夏，秋三季大旱，人饥相食，僵卜相望。
’|

’《东明县志》 ．

7

’’公元1650年(清顺治七年)k‘
1^一。。

九月十四日河决荆隆，遍地是水，县城墙四面崩裂，十有八处毁

坏，县境以内漂没人、畜和房屋。‘‘

《东明县档案馆资料》
‘’

公元1739年(清乾隆四年)
·

六月东明大雨，平地水深三尺。

． 《清史稿》
。

’～ 7‘

j

公元1813年(清嘉庆十八年)
。： 7

‘岁饥秋大霖雨四十余日。
。 ‘

'‘

《东明县档案馆资料》’

1 840年一1 949年
‘

公元1847年(清道光二十七年)

旱，岁大饥。
’ ’。

。‘

《东明县志》

公元1855年(清咸丰五年)

是年六月，黄河大决兰阳县铜瓦厢三堡，溜分三股，一由曹州赵

王河东注，赵王河头在考城北，后渐淤，两股由东明县南北分注，至

张秋穿运河复合，夺大清河由利津铁门关北肖神庙下自牡蛎咀入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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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代黄河决口年地概况表》 ?

公元1863年(清同治二年) ，

县城为黄河所陷旋，河西徒城水始涸。

《东明县新志》‘

0 公元1878年．(清光绪四年) ．’
j一

。

是年，j河决东明之高村口j水入山东菏泽、郓城：：巨野、嘉祥、

济宁诸县境。经冀省将串沟堵塞，抢筑合龙。 。7

《历年黄河决口年地概况表》

公元1917年(民国六年) ，

．秋，、：长垣属范庄小堤决口，溢水直冲县属刘楼?’东明集、五百岗

等村入鲁境。‘：=：。 ．

’： ㈡ ．《东明县(另志)》 ! 一。．

公元1921年(民国十年) ．．

是年秋，县属黄姑庙小堤决口直冲县治西关，全县被灾者计三百

二十村。

’《．东明县新志》

公元1923年(民国十二年．)

长垣属郭庄小堤决口，县属被灾者三百二十余村。

．《东明县新志》

公元1926年(民国十五年)

六，七两个月阴雨连绵，城东北一带水深二、三尺，房屋倒塌数

千间。． i ，，

《东明县档案馆资料。

公元192．9年(民国十八>



(一)春夏大旱，禾苗半枯死：(二：七、八月间大旱，田蓖枯

死，民不聊生·

《东明县志》 。

公元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

6月1日下午3时，风雨交加，势极凶猛，直到5时才止，风雨

过后遍地花草树木吹折，同时天又降冰雹，大的象枣，历时一刻还多，

这时小麦已成熟，倾经雹劫，多被打毁。

《东明县档案馆资料》

公元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

八月二十日(即旧历六月二十二日)黄河自上汛庞庄地方决口数

百丈，且上游兰封之耳巴寨、考城之四门堂等处亦同时决口，分流而

下，水势汹涌，县境全入洪流⋯⋯较之民国六，十一、十五，十八等

年被害仅及一隅者远过百倍。 ．．’

’

· 《东明县志》

公元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

大水灾，绝大部分地区遭受水灾，人民生活痛苦不堪。

《东明县档案馆资料》

公元1942年(民国卅一年)

大旱⋯⋯逃荒要饭的成群结队，饿死骨骸触目皆是。

《东明县志》
‘

1 949年一1 984年 ．．．

1954年冬，县人民政府设水利科，主管东明县水利建设事业。

《东明县档案局资料》

1956年6月，县人民政府设水利局，．。主管东明县水利建设事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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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明县档案局资料》

1956年冬，．由河南省河务局工程师朱守谦主持设计，修建高村虹

吸工程，于1957年6月完工。工程建在冷寨第33号坝以上，两道管的

吸水量在低水位时3．，14立米／秒，高水位时6．9立米／秒，从此东明

开始了引黄灌溉。 !

《东明县虹吸指挥部1957年工作总结》
’

1959年11月，县建立水利委员会，抽调百余名干部，带领广大群

众，．大战滩区引黄工程，完成千支斗渠95条，顺河堤沟1条，全长

2332公里，土方275万立米。

《59年大战滩区水利工作总结，》 2． ／

1960年，全县出动两千民工去河南邙山修筑花园口枢纽工程。

7．．
7。 。1985年《老干部座谈会》 ，

-‘1961,年5‘月30日至6月2日，在北方防汛会议中专门讨论了河南

东明县与山东菏泽、曹县边界地区的水利纠纷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河’

南水利厅副厅长刘一凡，开封专区副专员王欣甫，山东水利厅副厅长

代心宽，菏泽专区副专员，田克明等。 ■
。‘

，，

。议．1961年6月29日水利电力部党组关于解决东明

与菏泽、曹县水利纠纷的意见》

1冀，62年春；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和水电部副部长钱正英协同河南

山东两省和有关地、县的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到边界察看协商，达成．了：

“关于河南省开封专区、商邱专区-9山东省菏泽专区边界水利问题的

协议’’0 ‘一 ‘
‘

．．

1985年6月《．老干部座谈会》 一，．
j二2

1963年由于东明县与菏泽：i曹县边界水利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

fC{



上下游群众关系非常紧张，互不相让，打架斗殴时有发生，造成陆圈

公社陆圈村群众，因扒天爷庙河堵坝，淹死三人的严重事件。

《水利纠纷资料》

1963年初，因边界水利纠纷得不到彻底解决，中央采取“划界力

的办法，将东明县由河南省开封专区划为山东省菏泽专区，边界水利

纠纷问题才逐步得到解决。

1985年6月《老干部座谈会》 、

1967年全县出动县社干部145人，民：Y--27000人，开挖东鱼河西支

下段(东明集以下)，。长15．6公里。1971年2月又组织民工开挖上段

(刘楼至东明集)，长16公里。

。 《水利局档案资料》 c

1970年11月，万福河综合治理工程全面展开，县成立了会战指挥

部，下设13个民兵团，共计两万多人，经过20天的紧张战斗，完成土

方145万立米，长21公里。 ．

， 《水利局档案资料》 ·

1971年水电部副部长钱正英来东明视察，听取县委汇报工作后，

及时和水电部电话联系，批准东明县建阎谭大闸。

1985年6月《老干部座谈会》

1971年在阎谭东南兴建了钢筋混凝土箱式涵洞的阎谭大闸．孔高

2．8米，宽3米，共12{L，设计流量为150立米／秒。

，《东明县阎谭灌区立案报告》，。

1972年11月开挖洙赵新河，由10个公社出动2．7万人，完成工日

91．29万个，土方208．7万立米，长15公里。
‘

《水利局档案资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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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在原跃进河的基础上治理贾河，由9个公社出工两万人，

土方125万立米，长24．‘07公里。 ．

《水利局档案资料》

1978年大搞万北(万福河以北地区)会战排水工程，78．79年度

成土方163．82万立米，建筑物170座，投资72．2万元。

《万北会战排水工程施工技术总结》

1978年打井队在马头公社马厂、马坊两个大队打了两眼骨干井，

出水量分别2 220立米／小时和300立米／小时，创造了单井出水量的

新水平，群众称“地下扬水站骨，受到省地水利部门的表扬和奖励。

《农田股资料》

1 980年原黄寨引黄闸已不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新建谢寨引黄闸，

设计流量为50立米／秒。

。 《东明县谢寨灌区管理处“三查三定’’说明》

1981年1月7日下午，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

’国家经委副主任赵萌体等，在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的陪同下，前

来东明视察，在三春公社贾寨大队党支部书记贾世才家座谈时，赵总

理说： “灌淤加责任制等于大翻身”。

《东明县档案局资料》 ，

、 1 982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有关人员陪同下视察

东明，在谈到黄河滩区建设时说： “万里黄河送沃土，人家上游几个

省送你肥料嘛，过去陕西那个高陵县还有富平县，就是几年有意识的

漫它一下，有弊有利呀!人均七百斤，五七三亿五，我看有希望，你

还是两季嘛。"

《东明县档案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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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9月动工兴建水利局宿舍办公楼，于84年4月竣工，建筑

面积2 533平方米，三层96间，共用砖60万块，水泥600吨，钢材60吨c：．

《水利局档案资料》

_1983年11B-7日凌晨5时9分，．在东明县与菏泽县交界处发生5．9

级地震，震后经调查，。全县损坏机井629眼，，12马力以上扬水站40处，．

机房裂缝80间，。小部分水工建筑物被破坏，涵洞裂缝16座，生产桥裂

缝120座，i大小闸门裂缝57座，水塔裂缝2座，共计损失81．8万元。

?。一，’t～ 《水利局档案资料》 j ．．

．： ，‘?～．：，’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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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况

第一节 地形与水系

东明县位于黄河下游，地跨北纬35。007—35。257，东经115。057一

一115。207之间。东明县属山东省菏泽地区，东与菏泽市相邻，东南与

曹县搭界，南与河南省兰考县接壤，‘西和北隔黄河与河南省长垣县、

。濮阳市相望。全县南北最大纵距55公里，东西最大横距29公里，总面

积为1357．25平方公里，有耕地132万亩。在黄河河床两侧，有黄河滩

地六处，面积284．17平方公里，有耕地23万亩。

东明县现有三个镇，十九个乡，人口536448入，劳力196703个。

东明县为黄河南岸黄泛平原的一部份，地形土质的形成受黄河影

响很大。历史上黄河不断泛滥改道，有时在县北，有时在县南，河床

极不固定，直至1875年，修筑了黄河南岸大堤，河床才固定于现在的

位置。但有了堤防以后，仍不断决口泛滥，仅1878--1933年的55年中，

，就在县境内决口11次，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损失，破坏了原

有的水系，淤没了良田，形成了黄泛区易涝易旱易碱的地形与土质。

全县地形西南高东北低，滩区高非滩区低，地势十分平坦，无显
1 1

著的岗洼，地面比降百蒜■矗!L_。．葶浮大堤以东以南，地面高程64
—-54米，黄河滩区地面高程68．2—58．3米。按照地貌分类，金县共有

八种地貌，其中以缓平坡地所占面积最大，缓平坡地面积630平方公

．里，占总面积的46．4％，决口扇形地130平方公里；占9．-5％，．河滩高

一飞?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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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21 5平方公里，占15．8％，背河槽状洼地54平方公里，占4％，浅平

洼地297方公里，占2．1％，洼坡地58平方公里，占4．3％，高坡地93

平方公里，占6．9％，j黄河滩涂1’48平方公里，；占11％。

由于黄河的不断泛滥淤积，古河道久已淤没，水系变化很大，据

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县志记载，县境内有较大河流7条，河名是

济河、．贾鲁河、洪河、濮河、漆河、枯河、灏河。到1911年(宣统三

年)，这些河流大部已淤废，仅枯河、懑河尚具河形。1911年的县志

中出现四条新河，河名是刘楼渠、杜胜集渠、黄庄集渠(在今菏泽县

境)、极南集渠(在今菏泽县境)，可能是1756—1911年间黄泛所形

成。到1933年，县境内尚有较大河流6条，其位置根据1933年县志摘
，，

一 ‘
’

录如下：
：

、

一、刘楼渠

渠在县西南刘楼集南郊，即清朝成、丰、同治年间为黄河所经过者

也。现按其形势；由该集趋东北长垣县属之杨庄，逐分为两股，北股

由葛岗抵渔沃、毛营至陈屯又分为两股，北股由小沙固堆北至管寨入

山东界，南股由郝桥，中王庙、韩楼入山东界。至杨庄原分之南股则

折而东，南由岗营、东明集趋东北马主薄经五霸岗前后入山东东北界。

此渠为最新亦为最大，近年堤决泛滥多由之顺下泄，虽收水涸之效而

邻渠各村民罔不视畏垒也。

二、杜胜集渠

。渠由杜胜集至柳上分为两股，北股抵龙山集入山东界，”而南股亦

旋入山东乍而平衍一片不可辩识矣。 ．

三、黄庄集渠 i ，，．

，

．， 渠自黄庄集经夹堤王、许寺至张斗宏入山东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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