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厶

q勿 屠如刮专≯

烟台市福山区水利志编纂委员会

2003年4月



烟台市福山区水利志编纂委员会

(2 002年l 0月)

主 任：姜忠朴

副主任：赖家波

委 员：王永潮 陈学聪 吴江浦

烟台市福山区水利志绾纂委员会

(200 3年元月)

王

委

王

编

制

摄

任：姜忠朴

员：王永潮 陈学聪 吴江浦

编：吴江浦

审：于永潮 陈学聪

图：武育群

影：孙玉成(特约) 由延忠



烟台市福山区水利志编纂委员会

(2 002年l 0月)

主 任：姜忠朴

副主任：赖家波

委 员：王永潮 陈学聪 吴江浦

烟台市福山区水利志绾纂委员会

(200 3年元月)

王

委

王

编

制

摄

任：姜忠朴

员：王永潮 陈学聪 吴江浦

编：吴江浦

审：于永潮 陈学聪

图：武育群

影：孙玉成(特约) 由延忠



序

新世纪之初，正当全区上下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

向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目标奋力攀登之际，我们组织编写

了《福山区水利志》。本志重点记述了改革开放以来，福

山人民发展现代化资源水利、除水害、兴水利、造福于民

的波澜壮阔的治水历程，描绘了一幅幅新时期治水改水的壮

丽画卷。

翻开历史，福山人民与大自然抗争源远流长，可追溯

至明代万历四十四年，邑令宋大奎，倡造水车，改水浇

地，粮产倍增；清乾隆邑令何乐善，率先慨捐廉奉、修

筑石堤，降伏水患。福山人民在历朝历代治水活动中，付

出了辛勤的劳动。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水

利建设。五十年代末，门楼水库开工兴建，至七十年代一

大批水库、塘坝、扬水站和机井相继建成，为福山农业的

发展奠定了基础。特别值得讴歌的是，改革开放以来，随

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规模的不断膨胀，社会各行业

对水的需求与日俱增，作为我区最大的蓄水设纠]楼水
库，又由农业灌溉为主转为城市供水为主。在严峻的缺水

现实面前，福山人民知难而上，与时俱进，坚持“拦蓄、

补源、节水”三为主的治水方针。 一方面，着力于拦截

工程建设。从1 9 8 8年开始，对柳子河、内、外夹河等1 2

条较大流域进行综合治理，统一规划、统一治理、一张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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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绘到底，一年接着一年干。 至2 0 02年8月底，外夹河

三年综合治理竣工，标志着我区1 2条流域治理基本完成。

流域的成功治理，对全区城市绿化美化、行洪排涝、农业

灌溉、水土保持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坚持走科

技节水之路。八十年代末开始，引进世界先进的管灌、滴

灌、喷灌等新技术，先后在斗余南涂山、东厅十里堡等开

展试验取得成功，并迅速向全区推广。截至2 0 0 2年，全

区涌现出了斗余“大棚草莓滴灌示范基地”、张格庄“葡萄喷

灌基地”、高疃“高效农业管灌示范基地”、东厅“大樱桃

滴灌基地”等。这些先进技术的应用，起到了节水、节能、

增效的作用，为我区农业和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福山区水利志》的编纂出版，不仅对全面了解福山

水利建设历史和现状，总结经验教训，深入研究福山水利

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促进福山水利事业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而且在“存史”、“教化”、“资治”等方面也必将产生

深远影响。

烟台市福山区水利局局长 姜忠朴

2 O 0 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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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二、本志首立概述、大事记、统揽全书；中设十五章四

十九节，横排门类、纵记史实；末缀附录，收录有关史料、

部分现行文件(摘录)及艺文、谚语。

三、本志上限为1986年，下限2002年。为了与前部“福

山区水利志”衔接，部分内容扼要的上溯至建国初期。

四、本志记述采用公元纪年，文中所称五十年代——九

十年代，系二十世纪年代。

五、本志采用第三人称。1984年前称“福山县”或“全

县”。1984年1月1日后称“福山区”或“全区”。

六、本志采用行政版图及相关数字均含古现镇。 (古现

镇于2002年9月划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

七、本志资料，来源区档案馆、局档案室、局各科(站)

室、局属各单位及有关人员，所有资料，编纂时均不注明出

处(外单位资料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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