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峄城区地处山东省枣庄南部，韩庄运河北岸，境内河道之多，南

部直接入运的河道全区即达9条，其中：最大的是峄城大沙河(古汞

水)。沿运一带地势低洼，在南四湖流域内有“洪水走廊之称”，为

历年来濒遭洪涝灾害之地。北部多系山区和丘陵区，土地脊薄，易受

干旱，旱涝两灾并存，给全区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建国前历代官府关

心群众疾苦者甚少，对改造自然，防御旱涝灾害，极少考虑，偶有举

动也只是一时应急而己，成效甚微，致使人民群众多灾多难，生活极

端贫困。

建国后，党和政府对水利事业非常重视，领导和组织全区人民群

众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先后兴建了一大批除害兴利的骨干工

程。建国初期，在峄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在南

部涝洼地区兴修了防洪除涝工程。对山区也进行了初步治理，50年代

末和60年代初在山区即开始兴建水库和塘坝工程。

1962年建区后，对山区工程采取了“全面规划，综合治理"的办

法，兴修水库、塘坝和梯田坝埝，继续进行水土保持和局部小流域治

理。对沿运地区和部分乡村的涝洼地兴修台田、条田，开沟挖河。自

l 963年冬季开始，对原有的几条重点河道进行了扩大治理。为发展扩

大农田灌溉工程，自1 966年至1978年在枣庄市委市政府的统一布署

下，先后建成了两大引湖灌溉工程。自建国以来，经过广大人民三十

多年的努力奋斗，不仅做了大量骨干工程，而且对小型机电排灌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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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利用地下水资源等也同样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夺取了连续多年旱涝

保丰收的可喜成果，由生活三靠，转变为自给自足有余，对国家做出

了较大贡献。

为了承前启后，记载全区广大劳动人民在水利建设上的光辉业

绩，启示后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继续努力奋斗建设好国家，峄城

区水利局于1989年4月正式成立了编修史志领导小组，设立专门办公

室，确定了对水利建设较为熟悉的专业人员张华峰同志负责编修《峄

城区水利志》，并在我区地方史志办公室的帮助指导下，经过一年零

四个月的努力，编修成一部初稿，又经过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对

部分章节作了调整和修改，现已成书。《峄城区水利志》自编修以

来，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记述了水利建设的伟大成就，同

时也反映出水利工作中的失误和不足，在志书编纂中省、市、区有关

部门和领导，特别是史志办给予了大力支持。值此《峄城区水利志》

出版之际，我代表全区水利系统的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谢意。

●‘

杨 增 银

1 990年12月
＼



凡 例

一、本志书编写的基本方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编写的时间要求，上限不定，下限断于1 988午。

三、编写原则：详今略古，据实直书，不加议论，寓褒贬于记事

之中。

四、本志内容；除大事记，概述之外，分为：自然概况、河道治

理、蓄水工程，灌溉工程、涝洼地治理、水土保持、城乡供水，抗旱

汛、水利管理、水利科技、水文工作、水利机构、人物，共十三章，

三十八节，六十四目，水利工程示意图一幅，照片12张。附录5件。

五、本志记事，牵涉朝代、时期和帝号，建国后各级政权机构，

一律沿用史书惯例和原称。
、

六、用字：凡属统计数字、公元年号、表格中数字，一律用阿拉

伯字码，在成语中数字则用汉字，建国前的纪年，按当时习惯称谓，

用汉字书写，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七、资料来源：历史资料，有关市、区(县)水利系统档案材

料，峄县志，山东水利史志汇刊，淮河史志资料。建国后资料，济宁

市水利局档案室，韩庄运河施工指挥部档案室，本局档案室和有关股

室，乡镇水利站，本区档案局。再经调查访问，查阅资料，口碑记录

和摘抄本系统工程人员的笔记等。

水利现状统计数字，主要参照枣庄市水利统计资料1988年本为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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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总河尚书舒应龙开发韩庄至台

儿庄航道，挑中心沟， “河之水始通"，但窄浅不能行船。 ·+

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总河刘东星主持将原挖河槽开

宽加深，同时建巨梁石闸和德胜、万年、万家庄各草闸。

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 604年)， “总河侍郎李化龙始大开j加

河"，并在新运河上建韩庄、德胜、张庄，万年、丁庙、顿庄、侯

迁、台儿庄八闸，当年八月基本竣工，尾工由后任总河曹时聘于次年

完成，．“运河由此大通"。

以上三项摘自：《峄县志》

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六月，大雾弥月三十余日，大雨，

平地水深丈余，房屋多淹没。

抄于(运河航运站)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月大风。八月辛卯大雨，雹大如斗，

沟浍皆盈，阴平社尤甚，菽芋皆伤。

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四月大雨，雹大如斗，沟浍皆盈，

朱村、棠阴一带尤重，二麦皆空。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大旱，秋虫败稼。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四月大水，岁大饥，人多饿死。，

以上四项引自《峄县志》

民国五年(1916年)峄南运河沿岸大水。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黄河决口，沿运一带房屋多被泡塌， {

数万亩土地绝产。9月2日恐不牢河，运河之水倒灌，是日掘毁江苏邳

县新堤，致使激烈械斗，双方死伤均重。
。

引自《治淮通信》

1 935年9月8日，微山湖水位高达36．99米。引自韩庄水文站《微

山湖水位(19 19年至1972年)统计表》。

民国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1 933年至1936年)，峄县水利由建设

科长王仲九管，修筑运河，不牢河，得到山东省建设厅表扬。

． 摘自原峄县县长刘化亭《回忆录》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峄县大旱，秋季瘟疫流行，主要疾病痢 ·

疾，因病至死者甚多。

4月下旬至1953年10月，山东大型水利工程一一导沭整沂先后共

1 3期，峄县曾组织民工参加，次数不详。

I 9 5 3 年

7月22日大雨，23日凌晨峄城大沙河洪水上涨，西门大街进水，

南关十一街(铁路南、)水涨，房屋尽塌，吴林，崔庄两乡境内的大沙

河堤，多处漫溢决口。以城关一个区为例，被淹村庄69个，2858户，

受灾人数13743人，冲倒房屋1611户，4521间，水泡粮食达10万斤，农

作物损失惨重，计；全部绝产的3289亩，减产一半以上的12471亩，

减产一半以下的14557亩，总计受灾面积30，317亩。受灾后千户之多

的群众失去住所，重灾乡崔庄为受灾群众搭盖临时草棚1200余间，上

2



级政府拨发救济款7639．5万元(老币)，峄城小学学生被淹死三名，

左庄区财粮助理员张鸿玉被淹死。 一

是年秋大旱，政府组织群众抗旱种麦浇地瓜，秋季收种之后，峄

县县政府主持对峄城大沙河城关至水磨头左岸大堤进行全面复土加高

培厚，城关区组织5000民工上阵施工，重点是丁坝上下和崔庄、t郭庄

一带。后于1954年汛期前再次整修加固。

自1952年至1953年政府号召在全县范围内凡适合打井的地区，普

遍进行打井。城关区经一冬春的努力奋战，打土石井千余眼，可浇

地3万亩。
’

．2月，由峄县县政府组织城关、棠阴、阴平、周营、性义五个区

民21二7000人，初治周营沙河，5月竣工。工程位置：自褚楼乡岔河子村

北开始，至新闸子西入运，全长9公里。工程性质：新建。工程标

准：底宽30米，挖深I．5米，口宽36米，中心堤距70米，完成土石

方45万立方米，用工日60万个，效益面积3万亩，国家投资25万元。

工地指挥李以荣，副指挥许兴山。

同年春、冬，在运河沿岸开展除涝改碱工程。工程措施：沟洫、
。

畦田、台田。

I 9 5 5年

汛期，7月初，峄城大沙河又出现与53年同等的大水灾害，峄县人

民武装部干事褚衍亭因奋力抢救受灾群众，不幸被洪水淹没牺牲。

同年秋，峄城大沙河又作了全面治理，上起城关，下至大泛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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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左岸复堤。
’

棠阴支流也与同期疏浚。

I 9 5 6年

4月，峄县成立水利科，8}2改称水利局，局长郭玉纯，副局长许

兴山，技术员陈玉华(济宁专署水利指挥部派来)，全局30余人。

lO}2，峄县首建青檀寺，娘娘坟两座水库，这两座水库在当时是

济宁地区最早期工程，又是峄县萌芽工程。

是年，峄县水利局为发展灌溉引进蒸气机2台，当时被群众誉为

最先进的抽水工具。

同年10月8日，伊家河分洪除涝工程正式开工，1 z}2 1日第一期工

程完成，建设单位：峄县人民政府，民工人数I．24万人，施工总队队

长李以荣。第二期工程于1957年3月20日开工，6月5日结工，民工人

数I．026万人。第三期工程于1957年1 o}2 I 1日开工，1958年初总任务

完成，参加这期工程的单位：峄县、金乡、嘉祥、微山四个县，民工

总人数8．8万人。

是年，又引进煤气机3台

1 9 5 7 年

是年秋，沿运遭受大水灾，微山湖水位高达36．86米，运河沿岸

(包括台儿庄段)长50华里，宽平均1 2华里的-44一--围内水深平均0．5至2·0

米，孝庄、古邵两乡的沿遣村庄房屋泡倒甚多，秋季作物基本绝产。

全县受灾总面积149万亩。

是年l 2月，济宁专区开办水利技术进修班，峄县参加学习的农村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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