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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县地处渤海之滨．弥河下游。是一望无际l；}{}大平原．南舔邻

县多系山丘地区，每逢暴雨之季，百川灌境．一片汪洋，旱时则诸河

枯竭．因此，春旱夏涝是我县的一大特点．历史上由于历代统治阶级

的腐败．致使水利失修．河道徙流无定，水系紊乱，洪涝旱碱灾害频

繁．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对我县的水利建设事业给予了大力

支持，广大人民群众除水灾，兴水利，重新安排山河，同大自然进行

了不懈地顽强斗争。三十多年来，寿光大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取得了水利建设上的巨大成就．鸟瞰寿光大地，条条河道沟渠纵横交

错，防洪河堤蜿如长虹，片片农田路林网部郁葱葱．昔日碱洼地。令

日米粮川。旧貌变新颜。

我们的祖国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灭化。编史写志久已成为我

国独特的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宋代郑兴裔在《广陵志》序中写道：

。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给，使前有所稽，后有

所鉴”。地方志书的编纂，为历代人们所重视，清代大方志学家宰学

诚有言： “非示观美，欲求其实用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关注地方志事业妁发展，并倡导用新观点，薪材

斟，裁方法绽写地方患．鉴往知来，做好工作，很有参考价使。为了

编好本《志》．我局子一九八三年四月成立了翁志领导小组，推选了

。有志于此者4的编写人员．在县委、县府的领导下，在地方史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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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的具体指导下，反复查阅了大批资料，参看史籍，实地勘查，座

谈采访，征集拍摄，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写出了四十五万字的长篇

稿．至一九八五年九月，通过六易其稿，凡十篇四十六章，长达十五

万字的《寿光县水利志》问世。

编纂地方志书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建设工程，但对予我们这一代人

来说，可算是一个崭新的课题。编写组的全体同志虽然做了大量的艰

苦的工作，但由于缺乏全面的系统的知识，《志》中难免出现不妥之

处，望各方同志给予批评指正。以便修正完善．

’

寿光县水利屙

誊天 佑

一九八直年十月四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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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县水利志》编纂领导小组

长：李天佑

员：甄世太梁经纶

《寿光县水利志》编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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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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