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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牡丹黄河始于 1855 年 。 150 多年来，牡丹黄河孕育了一代又一代两岸儿

女，创造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地理环境。 牡丹黄河位于山东黄河的上游，

处于黄河过渡性河段。 黄河堤防、沿堤险工、滩区控导、障东堤等防洪工程，是

防御黄河洪水的主要屏障 。

1946 年之前，牡丹黄河千疮百孔、三年两决口，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

难，沿黄群众更是深受其害，民不聊生。

1946 年人民治黄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牡丹黄河经过了 4 次堤

防加高培厚和标准化堤防工程建设，战胜了历年汛期洪水的威胁，取得了岁岁

安澜的丰功伟绩，确保了沿黄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促进了当地的经济

发展与社会和谐。

c苛泽牡丹黄河志 (1986 - 2005 n记载了 1986 年至 2005 年的牡丹黄河

发展史，是功在当今、利泽后世的重要文献。 编慕 、 出版《 好泽牡丹黄河志

( 1986 - 2005 n .是牡丹治黄史上的又一件大事，是对黄河史志资料积累的又
一大贡献。

~~苛泽牡丹黄河志( 1986 - 2005 ) ~共分 7 篇、 30 章、 78 节，比较详尽地记

载了 1986 -2005 年牡丹黄河治理开发的历程 、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内容包

括防洪工程、防汛、兴利 、管理、综合经营、人物等方面，是今后指导牡丹黄河的

治理、建设、开发 、利用的重要参考文献。 牡丹黄河建设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的

明天，也必将提升给人类带来福手止的利用价值。

;与云冷
201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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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指导思想

《两泽牡丹黄河志( ] 986 - 2005 ) >>是荷泽牡丹治黄历史的真实记载。 《两

泽牡丹黄河志( 1986 - 2005 ) ~的编写，坚持存真求实的原则，记述了牡丹黄河

河务局在治理、开发、运用、管理黄河过程中的大事、要事，是服务当代、惠泽后

世的真实记录。

二、体例

本书采用"记"、"图"、"录" 三种志书体裁，以志为主体，辅之以述、记、

传、图、表等，按时间先后顺序分类记述。篇为最高层次，篇下以类设章，章下

设节，节下以条目展开。 全书末设有附录。

三、收录标准

本书主要收录牡丹黄河河务局(原荷泽黄河修防段、原荷泽市黄河河务

局、原牡丹区黄河河务局)在本辖区的黄河治理活动，收录范围、内容如下:

(1)牡丹黄河治理工程。 包括堤防建设、险工坝岸改建、河道整治、机淤

固堤、滩区建设、通信建设等工程规划、设计、施工、完成工程量、投资、效

果等。

(2) 防汛工作。 包括指挥机构建立，防洪、防凌预案制订与实施，防汛队

伍、组织建设，防汛物资储备与使用，滩区安全建设、滩区迁安救护，防汛通信、

信息化建设，防汛抢险技术推广应用、设备革新发明，重大险情抢护，枯水年河

道断流等情况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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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资源管理与利用 。 包括水资源管理，水量调度，引黄灌溉，水费征

管，工农业生产和城镇供水，引黄渠首兴建、改建和维修等。

(4) 科技与教育。包括科技交流，科技成果，获省(部)、黄河水利委员会、

山东黄河河务局奖励项目，科技人才培养，职工教育等。

(5) 规划与建设。 包括黄河水利委员会、山东黄河河务局 、荷泽黄河河务

局制定和批准的黄河各类工程规划，重点工程设计及实施情况，工程勘测情

况等。

(6) 机构变更。 遵照上级文件精神变更、调整的各时期不同机构名称，包

括原荷泽黄河修防段、原荷泽市黄河河务局、原牡丹区黄河河务局和现牡丹黄

河河务局名称，所属机关科室 、河务段、工程处、闸管所变更及正副职负责人任

免，以及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聘等事项 。

(7) 重要会议。 包括上级单位在本单位召开的各种会议，以及地方政府

召开的有关黄河治理、黄河防汛等会议，本单位召开的重要会议。

(8) 领导视察。 包括山东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山东黄河河务局、荷泽黄河

河务局，荷泽市及牡丹区党委政府领导调研、视察、检查黄河治理(防汛)工

作，以及其他上级领导视察等。

(9) 法规条例。包括国务院、水利部、山东省、荷泽市、牡丹区制定颁布的

有关黄河治理的法规、条例、意见等。

(1 0) 表彰与奖励。 包括山东省、黄河水利委员会 、 山东黄河河务局评选

的劳动模范、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等。

四、资料来源

本书中的资料主要为来自本单位的原始档案和集存的文字、图片 、表格

等，以及水文单位、地方史志办公室、治黄专著提供的文献资料。 凡收录的资

料，均己考证核实，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五 、文体文风

本书行文使用记述体，言简意贩 ，直书其事，不加褒贬。 语言力求严谨 、朴

实、简洁。 文字采用国家规定的汉字简化宁。

六 、起止时间

本书记载的事件的时间上限起于公元 1986 年 1 月 l 日，下限止于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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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12 月 31 日。记事本着立足当代、详近略远的原则直述。

七、单位、机构名称

本书中使用较多的单位、机构名称多用全称，有时会因文字语句关系出现

简称。 其相关单位、机构简称如下: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简称国家防总;

黄河防汛总指挥部，简称黄河防总;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

山东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简称山东省防指;

山东黄河河务局，简称山东河务局或省局;

荷泽地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简称荷泽地区防指;

荷泽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简称荷泽市防指 ;

荷泽地区黄河修防处，简称荷泽修防处或修防处;

荷泽地区黄河河务局，简称荷泽地区河务局或地局;

荷泽市黄河河务局，简称荷泽市河务局或市局;

中国共产党荷泽市委员会，简称中共荷泽市委;

荷泽市人民政府，简称荷泽市政府;

中国共产党牡丹区委员会，简称中共牡丹区委;

牡丹区人民政府，简称牡丹区政府;

牡丹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简称牡丹区防指;

荷泽黄河修防段，简称荷泽修防段;

牡丹区黄河河务局，简称牡丹区河务局或区局;

牡丹黄河河务局，简称牡丹河务局。

涉及的人物名称，一般直书其姓名，必要时加职衔。 其他行政区划、机构

名称按当时称谓记述。

八、计量单位

本书中使用的计量单位以我国现行《量和单位》为标准，个别单位保留习

惯用法，行文中的计量单位均用汉字表示，如立方米、立方米每秒等。

九、标点符号

本书中使用的标点符号以我国现行《标点符号用法》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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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概述

第一章黄河流域概况

黄河是我国的第7大河，也是世界闻名的多泥沙巨川 O 黄河流域是中华

民族的摇篮，中华文明古国文化的发源地。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黄河冲积造

就了中下游广袤肥沃的土地，人们在这块土地上艰苦创业、繁衍生息，创造了

优秀的人类文明，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促使黄河中下游一直成为我国政

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黄河对我国历史具有巨大的贡献，享有"母亲河"的

美誉。

黄河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北麓海拔 4500 米的约古宗列盆地。 从河

源以下，沿途汇集 70 多条支流嘈穿高山峡谷 ，跨辽阔平隙，逐渐形成了波澜壮

阔的大河，一泻千里，在山东垦利县境注入渤海。 黄河流经青海 、 四川 、 甘肃、

宁夏 、 内蒙 占、山西、陕西、河南、山东九省区，流程全长 5464 公里。 西起青藏

高原，东至渤海之滨，南至秦岭，北抵阴山，流域面积 79.5 万平方公里(包括

内流区 4.2 万平方公里) 。 流域内有人口 9 781 万人，耕地1. 79 亿亩，如包括

下游河南、山东两省沿河关系密切的地区，总人口1. 72 亿人，耕地面积约 2.8

亿亩 。 黄河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580 亿立方米，仅占全国河川径流总量的

2.0% ，居全国七大江河的第四位。

黄河按地理位置和河流特征划分为上、中 、下游三部分。 自河源至内蒙古

托克托县河口镇为上游，河道长 3472 公里，水面落差 3496 米，平均比降约为

1/1 000 。 流域面积 42.8 万平方公里，占全河流域面积的 53 . 8% υ 汇人的较

大支流有 43 条 。 本河段水多沙少，蕴藏着丰富的水力资源。 自河口镇至河南

郑州的桃花峪为中游，河道长 1 206 公里，落差 890 米，平均比降约为1/ 1 000 。

流域面积 34 . 4 万平方公里，占全河流域面积的 43.3% 。 汇人的较大支流有

泾河、渭河 、伊河 、洛河 、北洛河、汾河、沁河 、元定河 、窟野河等 30 多条。 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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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土质疏松，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不仅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区，也是黄

河下游洪水的主要来源、区 。 自桃花峪至入海口为下游，河道长 786 公里，落差

94 米，平均比降约为 118 000 。 流域面积 2.3 万平方公里，占全河流域面积的

2 . 9% 0 汇入的支流有汶河和金堤河等。这段河道横贯于华北大平原，两岸全

靠大堤作为屏障，坡降较缓，泥沙淤积，河道逐年抬高，被称为"悬河历史上

黄河数次改道决口均发生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 O

人民治黄以来，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为黄河治理

谱写了新篇章。 先后进行了四次大复堤，对坝岸进行了石化，修建了蓄、滞洪

工程，初步形成了"上拦下排，两岸分滞"工程体系，创造了黄河 60 余年岁岁

安澜的光辉业绩，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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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牡丹黄河概况

第一节机构沿革

牡丹黄河河务局是山东黄河河务局派驻荷泽市牡丹也;专职负责黄河建设

与管理的副县级事业单位，始建于 1946 年 4 月，时称南华县黄河修防段，归冀

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第一修~处领导 o 1949 年 10 月，南华县撤销，南华县黄

河修防段改为荷泽县黄河修防段，下设秘书、工程 、财务三个业务股和一个工

程队，归荷泽黄河修防处(现荷泽黄河河务局)领导。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时间的变化、机构的调整，机构名称和归属关系也发

生了变化，具体机构沿革情况如下:

1966 年汛期，荷泽黄河修防段与荷泽县农业局、林业局、水利局合并为荷

泽县水电管理站，驻荷泽东关拖拉机管理站，荷泽黄河修防段改为黄河办公

室，归河泽县领导 。 1969 年 IO 月，水电管理站解体，恢复荷泽黄河修防段建

制，成立革命委员会，归荷泽黄河修防处领导。

1990 年 12 月，荷泽黄河修防段更名为荷泽市黄河河务局，升格为副县级

单位，归荷泽地区黄河河务局(原荷泽黄河修防处)领导，机关设人秘科、工务

科、财务科、综合经营科，均为副科级职能部门 。

1999 年 1 1 月，荷泽市黄河河务局办公地址由荷泽市李村镇后油楼北黄

河大堤迁至两泽市南平路(现长江路) ，与荷泽地区黄河河务局在同一座办公

楼办公。

2000 年 12 月，两泽地区撤地改市，原荷泽地区黄河河务局更名为荷泽市

黄河河务局，原荷泽市(县级)黄河河务局更名为荷泽市牡丹区黄河河务局，

受荷泽市黄河河务局领导。

2004 年 9 月，荷泽市牡丹区黄河河务局更名为荷泽黄河河务局牡丹黄河

河务局，简称为牡丹黄河河务局，受山东黄河河务局荷泽黄河河务局领导O

1999 年和 2002 年两次进行机构改革，机构设置与人员编制情况如下:

(1)机构设置:局机关设置办公室、工务科(防汛办)、水政科(水政监察大

队、黄河公安派出所)、财务科 、人事劳动教育科、工会(均为正科级单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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