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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微I Jl县委书记罗心光 微山县人民政府县长程大志

序

微山湖位于Ilf东省西南部，东临五

岳独尊的泰UI和奇石瑰丽的峄山，南依

刘邦斩蛇起义的芒砀ih，怀抱古老的泗

河和纵贯南北的京杭运河，姻连黄河及

横穿苏皖平原而入海的淮河。

湖内有微山、南阳、独山三岛。微

ih岛E有先贤殷微r-之墓，微子是商纣王

的同母庶兄，葬于岛的至高点风凰台七，

故名微山岛。微L【j湖因微山岛而得名。

微山湖区古属留、沛，地势低洼，

有“泽沛”之称，很早就有赤山、刁

阳、吕孟诸多独立小湖，由黄河泛滥生

成。微山湖最甲．成形于元代，因开挖大

运河遂成条形湖泊。明清时期，昭阳

湖、微山湖、独山湖、南阳湖等四湖相

继形成，，#连成一体，统称微山湖，又

称南四湖。

微山湖呈西北东南方向展布，长

120公里，总面积1266平方公里，是中

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泊。直接入湖}ol

道53条，跨山东、江苏、河南、安徽4

省38县(市)，总流域面积31700、F方公

里。水运网络纵横交错，京杭运河纵贯

其中，被称为“黄金水道”。二十一世

纪初，航运业迅速崛起，已成为微山县

支柱产业，湖内_三级航道126公早，其

它支流航道400余公里，客货码头近百

处。运输工具也由原来的小木船和水泥

船发展为千吨级大型钢质船舶。船舶制

造厂一百余家，成为ill东省十大产业集

群之。

微山湖自古多豪杰。千百年来，她

以其丰饶和灵慧，孕育了无数的仁人

志士、英才翘楚。夏朝中兴帝少康，汉

留侯张良、“建安七子之冠冕”王粲，

三囝政治家刘表、思想家仲长统，魏晋



▲微山湖志WEISHANHUZHI、弧
医学家王叔和、玄学家王弼，明抗倭名 胜地。旅游业空前发展，国内外游客逐

将戚继光，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潘馥等皆 年增加。

诞生或生活于此。抗日战争时期，微湖 微山湖的美，秀外慧中，美在恬淡

大队、运河支队和铁道游击队以微山湖 自然、平中见奇，“青螺秀出银盘里，

为依托，打击敌人，战功赫赫，名扬神 画图常悬玉鉴中’’。荡舟湖上，游目骋

州。战争年代，微山湖是中共地下交通 怀，但见千顷芦苇摇翠，万亩荷花飘

线，湖上游击队曾安全护送刘少奇、陈 香，鸢飞鱼跃，岚影沉浮，山色空漾，

毅、朱瑞、肖华等一千多名干部过湖。 水光潋滟，多姿多彩，风情万种。微山

微山湖属暖温带季风大陆性气候， 湖之游，诚人生一大乐事也。

四季分明，气温适中，土质肥沃，草茂鱼 微山湖美丽而富饶，英雄而多情。

丰，水生动植物资源丰富。鱼类78种，四 清代漕运使张大有在其诗章《泛舟登

鼻孔鲤鱼、乌鳢、甲鱼、黄鳝、鳜鱼、银 微山》中，赞誉微山湖为“人间第一

鱼、黄颡鱼最为有名；鸟类205种，以水 湖’’。陈毅元帅也曾写下赞美微山湖的

禽类居多，受国家保护的有大天鹅、小天 豪迈诗篇：“横越江淮七百里，微山湖

鹅、白枕鹤、大鸨、鸳鸯等。 色慰征途。鲁南峰影嵯峨甚，残月扁舟

微山湖古有“日出斗金"之美誉， 入画图。’’

1953年始兴养殖渔业，经过半个多世 真是，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微山

纪的发展，现已成为渔湖产品生产、加 一湖水了!

工、。出口基地。湖区探明地下煤炭储量 今天，国家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使

达127亿吨，占山东省的六成左右。周 微山湖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对微山湖的

边有大中型煤矿近20家，年开采量1500 保护和利用带来了无限美好的前景。

万吨以上。 微山湖将以更加妖娆妩媚的风姿迎

微山湖古迹众多。人类始祖伏羲的 接四面八方的来客。

陵庙耸立在湖畔的画卦山谷；梁祝传奇 是为序。

故事就发生在湖畔的马坡乡，现存有明

代梁祝合葬墓碑。

微山湖碧波荡漾，有十分广袤的湿

地，是鱼的世界、鸟的天堂，已被评为

省级著名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红色旅游



!逊山湖多wEIsHA唑!型 一——凡 例

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微山湖区的历史与现状，突出地域

特色和时代特点，为微山湖的保护利用提供依据，起到“存史、资政、教化”作用。

二、记述空间因内容而异，涉及河流、水利功能等内容者，延伸至流域。时间上限

不限，下限至2007年，为体现事件的完整性，某些史料适当上溯或下延。

三、采用章节结构，主体内容共分27章153节，附录部分置后；彩色照片前置或插

中，图表随文。

四、建国前一般用旧纪年(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建国后用公元纪年。

五、行政区划、机构、单位、职务、地名及计量单位等专用名称，一般用当时名

称。首次出现使用全称，简称在首次出现时注明。古地名必要时括号内注今名。

六、文体为语体文。除概述外，均用记叙文体，多用记述、描写，体现风物风情特

点。

七、各种文字及数字书写规范，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的《简化字总表》

和《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计量单位以国家标准计量和单位为依

据。

八、资料主要来源于各级各类档案、新旧史志、号著、报刊和调查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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