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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级关于编纂地方史志的指示精神，《章丘县水利志》的编纂工

作，自1984年5月开始，历三年半时间。

章丘历代志书，虽有关于治水的记载，但没有专门的水利志书o《章

丘县水利志》编纂过程中，先后赴县内、外32个单位，查阅各种档案、资

料395 3卷，走访离、退休和在职干部135人次，征集古、今有关治水的资

料1507份，共80万字，照片450多张。经过对资料认真考查研究、审核校

正和科学分类，并赴外地学习兄弟县的编志经验，于19 8 7年4月完成了

《章丘县水利志》第一稿(征求意见稿)o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第一稿进行了认真地补充、修改，经章

丘县水利水产局水利志编审领导小组审定，《章丘县水利志》于1987年12

月正式付印成书。书中从章丘县古代治水开始，以新的观点和方法，记述

了各个历史时期章丘水利建设事业的发展、兴衰过程，使社会主义时代的

第一部水利志书具有连续性、系统性、全面性的特点o

《章丘县水利志》突出地反映章丘水利建设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

揭示了县境内旱涝灾害频繁发生的原因及规律，记述了历代劳动人民与旱

涝等自然灾害顽强斗争的治水活动，反映了建国后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英雄气概和取

得空前未有的辉煌成就，总结、探讨了古今治水的经验教训，并提供有关

资料、数据，为当代水利建设所借鉴，使其充分发挥水利志书的科学性、

思想性、地方性、专业性、资料性的作用。

在编写方法上，继承了历代修志的优良传统，并根据当代水利科学门

类增多的现实情况，以发展的观点作了一些改革与创新，坚持志中有史，

史志结合．以志为主，穿插安排，力求以较好的形式反映出志书的内容。

在编志过程中．山东省水利厅史志办公室、省图书馆、中共太安地委



档案处、太安地区水利局、中共淄博市委档案科、济南市档案局、济南市

水利局以及县档案局、县志办公室等县内外有关单位和熟悉、关心章丘水

利建设事业的老领导、老同志都给予了热情地支持，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

并提出了重要的补充、修改意见，对此表示诚挚地感谢。

由于受时间、资料及编者经验、水平所限，缺点、错误和遗漏之处在

所难免。恳请读者提出批评指正意见o

《章丘县水利志》编写组

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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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丘县水利水产局大门外景



《章丘县水利志》编纂人员合影

部份老干部座谈《水利志》初稿



绣江河源泉之一一百脉泉

垛庄水库全貌



大站水库溢洪闸

杏林水库过水土坝



绣江河大沟崖分洪枢纽

漯河横漯闸



胡家岸引黄闸

胡家岸扬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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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江河人清口交通桥

小清河傅家交通桥



曹范乡小流域治理一寨山后

曹范乡老泉扬水站





尼 例

一、《章丘县水利志》的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本着。详今略古，秉笔直书”

的精神，力求写成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地水利专业志书。

二、全书内容上限不定，下限断于1985年底。卷首为大事记和概述，

正文12章，包括：自然条件、水旱灾害、河道湖泊治理、灌溉工程与库塘

工程、除涝改碱、水土保持、山区吃水、工程管理、抗旱防汛、水利基本

工作、机构沿革、其他水利工作，共36节。卷末有附录文献六份，近20万

字。

三、本志书体例采用记、志、图、表、录、照等多种体裁。本着。横

排竖写’的原则，努力做到不缺项、不断线；层次划分，采用章、节、目

三层，力求篇幅匀称，详略得当，事不重叙；记述用语体文。

四、本志所用古代资料，主要依据《行水金鉴》、《水经注》、《禹

贡》、《孟子》、《庄子》、《二十五史》、《中国通史简编》、《山东

通志。》、《济南府志》，《章丘县志》等有关著述；近代资料，查阅了省、

地、市、县有关档案、资料；对缺项、断线部份，通过走访、座谈和现场

查看，取得资料进行补充和完善o

所有采用资料，均经人证、物证、书证予以核实j对有多种说法的资料，
都经过反复分析查对。力求翔实准确。

五、在编写方法上，突出地方特点和时代特点，反映章丘有史以来的

旱涝灾害及当代水利建设的明显效益；正确反映历代水利建设的真实情况，

记述人民治水的伟大功绩，作到实事求是，述而不论，寓褒贬于记述之中。

六、本志行文和表达形式，根据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印发的《县志

行文规定》，对用字、语词、名称、称谓、时间、数字、图表等，力求合

乎志书规范要求o
‘



序
水是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份，是一项极重要的资源，．它同人们的生活、

生产息息相关。纵观历史，历代政权之存亡，社会之兴衰，多与治水的兴

废相联系。凡重视兴修水利，减少水旱灾害者．则人民安定。社会发展；

反之，忽视水利建设者，则灾害频繁。民不聊生。解放前，章丘南部山区

旱灾频频发生；北部洼地十年九涝。人民贫困落后，生活饥寒交迫。

解放后，党和政府极为重视水利建设，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领

导全县人民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坚持不懈地开展大规模地农田水利

建设，有计划的进行了河道整治、治涝改碱、兴建水库、修筑渠道、建机

电井、挖筑方塘、旱池，发展引黄、引清灌溉，建设了上万项水利工程，

并逐步完善了相应的管理体制。这些工程在改变自然面貌、抗御旱涝灾害、

为工农业生产供水和改善人民饮水条件等方面， 已经发挥了并正在继续发挥

着巨大的作用o’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水利建设事业中，7涌现了数不尽的先进

模范人物，出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绩，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

青春年华。前人的宏伟业绩将名垂青史，永作纪念．为当代及后人之楷模。

为全面而真实地记载章丘县人民群众治水除患、兴修水利的光辉业绩，

总结水利建设事业的发展过程与经验教训．积累和保存水利建设方面的宝

贵资料，以益于当代．惠及后世，开拓章丘县水利建设事业的新局面，章

丘县水利水产局组织编志班子，乘盛世而修志，历时三年时间，完成了章

丘县有史以来第一部水利专业志书一《章丘县水利志》。实为值得庆贺
的一件大事o

《章丘县水利志》尽管有待进一步提炼、修改，但它比较详细地记述

了全县水害、水利的历史和现状，积累了大量信实的水利建设资料，不仅

对今后全县水利建设的发展，而且对今后全县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都将提

供重要的信息和宝贵的科学依据o

《章丘县水利志》将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中得

．以验证。为使其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更期望续修者能够

使它更加充实，更加完善。

吕 济 深
’一九八七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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