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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命的源泉．，是构成环境的要素，是人类赖以

生存的重要自然资源，与国计民生关系极大。没有水，

便没有人类的一切。 。i-．

水利历来是治国安邦之大事。历史上，．诸多经济繁

荣之地，大都得之于水利。凡重视兴修水利，减少水旱

灾害的则五谷丰登’，国富民强。反之，忽视治水工作，

则灾害频繁，民饥国衰，社会动荡不安，人民苦不堪
喜

‘

日o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对水利建设至

为重视，领导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集中物

资，、劳力，开挖、治理河道，改造洼碱，打井建站，兴

办灌溉工程。成武县经过30多年的艰苦奋斗，排灌设

施已初具规模，扭转了洪涝旱灾频仍的局面。有些地方

初步实现了水利化、园田化，自然面貌和生产条件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农业大幅度增长，对繁荣成武经济生活

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左倾”路线的干

扰和认识的局限性，成武水利建设也曾出现过失误。这

、本志书能够本着“详今略古”，重在致用的原则，如实

蟪记述了正反两个方面的情况。可使我们从中吸取经验

麓孽潮、，探索新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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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武县水利志》扼要介绍了全县的自然特点，以

及根据这些特点所采取的治水方针和措施，反映了各个

历史阶段水利建设的主要特征和成就．力求体现新编志

书的目的和要求，起到存史、‘资政和教育的作用．但逡

毕竟是成武县有史以来第一次编修水利志书，因缺乏经

验和水平所限，难免有不当之处。希望方志专家、各地

修志工作者和水利战线上的同志们多提出批评意见，使‘

之更加完善，这对成武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设是很有意义的。

李进才

1989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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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以类设章，以事类从。章下设节，横排纵

述，纵横结合。力求反映成武县水利历史面貌，揭示发

展规律，突出地方特点。
一

二、本志取事，上限不定，因事而宜，下限断于

1985年，个别事件有所延伸。

三、资料来源：古代资料主要来自《成武县志》、

《成武县史志资料》、《菏泽地区水旱灾害史料汇

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资料，主要来自县档案

局、县统计局、地区水利局资料室和县水利局档案资

料，以及民间口碑、调查采访材料等。

四、本志用语体文记述，以文为主，图、表为辅。

随文配以图、表、考、附录、存文、照片。

五、1949年(民国38年)以前，以朝代国号纪年，

加注公元年号；1949年以后，采用公元纪年。篇章中

“建国前”或“建国后”，分别是建立“中华人民共和

国”前后的简称。

六、各个历史时期行政区划、地域名称、河道及其

它水利工程名称，在记述中用当时名称，古今名称不同

对，加注今名。
’

。 七、书内使用了一些人所熟知的简称。如水建，水

裁0为水利建设指挥部。省人委、地区、县委、县人

滞， f



委、县政府等，都指本省、地、县。

。．八、本志地面高程采用黄海高程．计量单位采用公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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