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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惠民地区黄河志》经过惠民修防处黄河志编纂办公室同志们的辛勤劳动，

现已编辑出版问世，是值得庆贺的一件事。

惠民地区是黄河冲积平原，黄河足迹遍布惠民全境，也是黄河长期入海的地

方。这里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和黄河息息相关，内河水系因黄河冲淤而废弃改

道，城镇村庄因黄河决溢而迁徙。黄河给这里的人民以繁衍生息的条件，也曾给

人民带来过沉重的灾难。 ’

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渤海战略区的中心地带，也是山东省领导治黄斗争的

指挥中心。从一九四六年起，渤海解放区军民，为了粉碎国民党政府堵复花园口

引黄归故水淹解放区的阴谋，开展了“反蒋治黄”斗争。当时，渤海区的堤防险

工多年失修，一遇洪水到处生险。中共渤海区委员会、渤海区行政公署领导全区军

民，奋起自卫，组织动员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冒着国民党飞机狂轰烂炸及其军队、

特务的威胁、枪杀和破坏，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复堤整险，抢险防汛，群

众自愿献运砖石十五万立方米，修复了“千疮百孔”的两岸堤防，抢修了四十多

处险工妇坝，部分河段裁弯取直，组织滩区居民搬迁，战胜了洪水，确保了黄河

安全，支援了解放战争。

我生于沿黄县，从一九三九年始即在渤海解放区工作。因治黄需要，调河务

局参加了渤海区的‘j反蒋治黄”斗争，亲身经历了解放区军民，为保卫黄河，保卫

解放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沐风栉雨，英勇奋斗的艰苦历程。往昔的苦难和

胜利记忆犹新，当我们在盛世修志之际，应铭记渤海人民治黄的丰功伟绩，永远

怀念他们为治黄事业而献身的精神。

随着全国的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黄河进入全面开发综合治理的新

阶段。惠民地区的人民，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遵循“根治黄河水害，开

发黄河水利”的总方针开展了大规模的治黄工作，三十余年来，投入了五千多万

个劳动日，完成了一亿多立方米的土方工程，加高加固了两岸堤防。引取黄河泥

沙，放淤固堤，又将八十公里长的险工堤防淤宽五十到一百米。动用石料近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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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立方米，将险工坷坝改为石坝。使堤防抗洪能力大大提高。依靠强大的堤防和

人防，战胜了历年的洪水、凌汛，夺取了人民治黄四十年来年年安滑的巨大胜利，

扭转了黄河“三年两决口旁的险恶历史。在除害的同时，发展了引黄兴利事业。

全区引黄设计能力达四百多立方米每秒，，灌溉农田三百多万亩，暾改盐碱土地，：解

决了沿海人民的吃水困难。黄河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对惠民地区工农业生产和社

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长期治黄实践中，也为黄河建设培养造就了一大

批专业干部和技术人材。
’

惠民地区是黄河下游最早开始河道治理的河段。黄河下游河道以弯曲多变而

著称于世。因河道不断摆动，给险工修守造成很大被动。也给滩区居民生产生活

带来严重威胁：．时有堤防抢修不及造成决口的记载，也有滩区村庄未及迁移而塌

入河中的实例。自一九四八年始，就在这一河段实行先保护滩岸，后控导河势的

河道整治，共修建护滩控导工程二十处，控制滩岸长近三十公里。这些护滩控导

工程与险工坝岸，遥相呼应密切配合，控制了全区河道，保证了险工的稳定和涵

闸引水，结束了河道多变“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变迁历史。

惠民修防处黄河志编纂办公室的同志，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遵循党的十

_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本着详今略古，详独略同的原则，在对治黄历史资料进行

搜集、整理、筛选、考证、汇编的基础上，编写了这部二十余万字的《惠民地区

黄河志》。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惠民地区的治黄史，较详实地记述了“反蒋治黄”

斗争，重点记述了建国后防洪工程建设，防洪、防凌斗争，引黄兴利事业发展，

这将对存史、资治进一步了解黄河，研究和治理黄河将发挥重要作用。尽管编纂

志书是一项新工作，没有经验，更受资料和水平所限，难免有不妥之处。但它仍

是_部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治黄史料著述。

· Il_

田浮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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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是举世闻名的万里巨JI}，’它哺育了中华民族；促进了黄河流域经济，文

化的发展，但因善淤、善决、善徙，给黄淮海平原造成很大的灾难。我国人民和

有识之士，为治理黄河进行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积累了治河经验。涌现出可歌可

颂的事迹。

惠民地区地处山东黄河下游，黄河安危及其治理开发，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

建国前，黄河被称为“中国之忧患”。自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河南兰阳(今7

兰考县)钢瓦厢决口改道夺大清河从山东利津入海起，至民国二十七年(公元t938

年)河南郑州花园口决口改道由淮河入海止的83年间，黄河“三年两决”，给人民

造成深重灾难。建国后，在“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的方针指导下，在

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治黄运动，初步建成了

防洪工程体系，战胜了呖年洪水、凌汛，确保了防汛安澜。同时积极利用黄河水

沙资源，发展引黄灌溉、改碱种才糯、’放淤固堤、改土，向城镇、沿海及工业供水，
引黄济河、济湖补源，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千年害

河开始造福人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

放搞活；贯彻生产、管理经济承包岗位责任制，使防洪、兴利、管理、效益都取

得了成就和经验。

为继承历代编修黄河史志的优良传统，进一步研究黄河的治理，探索黄河的

规律，总结人民治黄以来的成就及其经验教训，记载人民对治黄事业的奉献精神，

试图编写出一部符合惠民黄河实际，具有时代特色的黄河志，对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对今后黄河治理与开发，无疑将发挥一定的作用。

《惠民地区黄河志》，根据惠民地区地方志编委会的要求，在《惠民黄河志》

资料长编的基础上，由惠民修防处《黄河志》编纂办公室编纂完成。它作为部门

专业志，既为《惠民地区志》(黄河水利编)提供基础资料，又为业务部门利用

和借鉴。本着“专志宜专不宜杂”的原则，突出本地区黄河：治理与开发的成就j

客观的反映黄河水利建设事业发展的艰苦历程及其经验教训，上限起自公元1855

· IIl ·



年，下限断至1985年。按专业分类归属，先概述，后分篇章记述。有关政治运动、

党团组织、．职工教育、安全卫生、行政管理等方面未作专题记载，有的只在大事

记中简述。

《惠民地区黄河志》．由刘羡芝编写防洪工程、防洪防凌篇，高庆久编写管理

篇，冉祥龙编写概述、引黄兴利、机构人物和大事记、附录及防洪防凌篇的部份

章节，并总纂合成，刘洪彬审核，打印为送审稿。刘羡芝等绘制图表，刘羡芝审核，

文字经有关人员讨论、评审，冉祥龙、高庆久修改，最后由刘恩荣、刘洪彬审定

刊印。并请原山东河务局局长田浮萍作序。

因编志人员无经验，又受水平所限，加之资料不全，考证不细，遗漏、错误

在所难免。随着行政区划多次调整，地、市、县间，分分合合，数字口径不二。

按惠民地区现辖黄河范围，对历史资料和统计数字的选用，尽量作到完整，有的

在分合的历史时期表述。1983年利津、垦利及博兴之一部划归东营市，其中博兴

段对历史资料数字凡不能直接分开者，按三分之一析出。因成书仓促，在体例、文

风上下不够规范，恳切希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Ⅳ·

惠民修防处《黄河志》编纂办公室

一九八八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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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 《惠民地区黄河志》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编纂的第一部志书，

是一项重要的精神文明建设。本志的编写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力求从思想

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如实记述惠民地区黄河治理的历史与现状，客观地反映事物的规律和主观

能动性，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以便更好地为现实和今后的治黄事业服务，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

‘

二、编纂原则本志编写是按照《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的原则精神和

黄河水利委员会、山东河务局、惠民地区地方志编委会的要求，结合惠民黄河的具

体情况，试图编纂出具有时代特点和内容翔实丰富的社会主义新志。记述有关政

治历史问题，是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在政治上

与党中央保持二致。并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充分体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显著成效，记述内容坚持详今略古、

详独略同、古为今用的原则i充分反映建国以来黄河治理的伟大成就，以体现社

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三、编纂体例本着继承和创新的精神，按黄河专业横排门类，事以类聚，

纵述事实。篇目设置以篇、章、节目体，首列概述，以下按专业分类，分篇、章

记述；志体以志为主，记、传、图、表、录为辅，做到图文并茂；志为记述体，

语体文，除摘引历史文献按原文体外，力求达到通顺、流畅、简明、易懂。

四、记述断限本志记述上限，自公元1855年铜瓦厢决口改道黄河夺大清河

从利津入海起，下限断至公元1985年。有的章节为使事物有源和纵观发展变化，

上溯1855年以前者，梗略记述；1855年以后产生的事物，则以起源记述。

五、篇目设置本志共七篇二十一章六十二节。开卷概述，即简述黄河流域，

全河治理开发，惠民地区治黄成就。第一篇惠民黄河，详述地区黄河概貌、自然

特征、社会经济、自然灾害。以下按专业依次分为：第二篇防洪工程，第三篇防

·V·



洪防凌，第四篇引黄兴利，第五篇管理，第六篇治黄机构人物。篇以下按专业分

章、节记述，节以下条目分一、(二)、3层次。1946年以来的大事记，为第七篇，。

不分章节，以时或事物始末为序，按条目记述。与黄河有关的资料，附录于后供

参考。

六、详略尺度本志按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力争做到详今略古、详

主略次、详近略远，详独略同。本着立足当代，上溯晚清，略表历代，重点记述。

建国后惠民黄河治理成就及经验教训。-突出时代特点，反映客观规律，记述与洪

水、凌汛斗争的事迹。

七、行文规范本志行文一律用语体文，语法、修辞、标点符号按现代汉语

规范。凡入志资料都认真鉴别、考证，原与东营修防处的统计资料，能分者做了

技术处理，不能分者用括号注明。凡引用历史资料原文，都有引号，注明出处及

注释。时间表述，民国前先用汉字写明历史朝代纪年，后在括号内用阿拉伯数字

注明公元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记年为公历，年月日以阿拉伯数字书写。为便

于分清条目，仅在编年体的大事记中，开头的年月日，采用敖字数字书写。各类

数字除引用厉史资料和习惯用法外，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计量单位名称，除引文

原名称加注折算公制和习惯计量(如每华里、斤)外，一律用公制。机构人员称

谓，除日伪政权外，都用原称。现设机构多用全称，在文内加机构时，为便于阅

读时有简称。

八、编审程序本志按循序渐进的编纂方法，在搜集、整理、鉴别资料的基

础上，．首先编出《急民黄河志》资料长编，共十篇三十五章约四十万字，制图六

十余幅，制表百余张。打印成册上报下达，争取意见，并作为修防处的洽黄史料。

满足山东河务局、惠民地区史志办编写专业志：地方志资料长编的要求。鉴于编一

写的资料长编，含东营修防处建制前的全部资料，又为符合地方志的规范，在资

料长编的基础上，按惠民地区现辖范围，编纂《惠民地区黄河志》(送审稿)，

篇目调整为七篇二十一章约二十三万字，‘!|并附图制表?’在评审的基础上I修二

；改审定刊印。再编写《惠憾地区志》(+黄河水利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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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黄河是世界闻名的万里巨川，也是我国第二条大河。它发源于青海省巴彦喀

拉山北麓，海拨5442米的雅拉达泽山以东，约古宗列盆地。流经青海、四川、甘

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九省区，由山东垦利县注入渤海。

全长5464公里。

黄河形成及发育，它流经地区，第三纪时，大小湖泊众多，至第四纪早、’中

更新世，保存了共和、银川、河套、汾渭、华北等湖盆。因地壳变动，各湖连通，

形成统一河流——黄河。流域呈现青海高原、内蒙古和黄土高原、华北冲积平原

三级阶梯地势。水土不断侵蚀、搬运、沉积，加之人类活动的影响，泥沙输至海

洋和下游两岸平原，逐渐改变着它赖以发育成长的条件。黄河自河源至内蒙古托

克托县河口镇为上游，河道长3472公里，落差3846米，流域面积38．5万余平方公

里。河流穿高山、峡谷、平原，沿途有42条支流汇入；水电资源丰富；从河口镇

至河南省桃花峪为中游，河道长1206公里，落差890米，流域面积34万平方公里。

河道穿过黄土高原，有31条较大支流汇入‘j水±流失极为严重；从桃花峪至山东

垦利县入海处为下游，河道长786公里，落差95米，流域面积2．2万平方公里。

河道出峡谷、入平原，有4条支流汇入，：除山区外河道受堤防、险工约束。因河

道比降缓，泥沙沉淀，致使下游河道(河槽、河滩)不断淤积升高，形成“地上河”。

黄河流域从殷商到北宋，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对我国民族

文化兴盛，社会历史发展，有着光辉的贡献。流域面积75万平方公里，煤炭、石

油，铁矿石储量在全国居重要位置；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及其他矿藏，正在勘探

开发；漕运、灌溉历史悠久；粮食、棉花、油料、黄烟、畜牧、水产、‘盐业都是

全国的重要产地；交通运输比较发达；黄河三角洲有待开发。

黄河流域年平均降水量478毫米，总水量3600亿立方米，黄河年平均天然径

流574亿立方米。但年内分配集中，7—10月水量占年水量的60％左右。年际变

化更大，花园口站1964年最大年径流量861．1亿立方米，1960年最小仅201．2亿立

方米。由于黄河径流在上中游比较陡、落差大、水电蕴藏能量丰富，可开发资源，年



发电量约1170亿度，已开发和正在开发的达380亿度，为社会提供大量能源。黄河

水沙可供农田淤灌、改碱，放淤固堤及工业?城乡、沿海人畜用水，发展航运事业。

黄河下游河道，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于世，被称为“中国之忧患”。自《禹

贡》河道至现行河道，数千年来迁徙无定。据不完全统计，决溢1590余次，洪水

横流。更为甚者往复经历26次大改道，7次大迁徙：(一)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

年)河决宿胥口(为禹河故道迁徙之始)，改道由今河北省黄骅县附近入渤海；

(二)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河决魏郡，改道在山东省利津(属古千乘郡)

县附近入渤海；、(三)宋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河决商胡，改道至御河(今卫

河)入渤海； (四)金明昌五年(公元1194年)河决阳武，改道至徐州(今江苏

省)汇淮河入黄海； (五)明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修筑太行堤，黄淮汇流由

云梯关入黄海； (六)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河决铜瓦厢，改道穿运河、夺

大清河，．由山东省利津县铁门关以北肖神庙以下二河r盖j、牡蛎咀入渤海；(七)

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本侵略军进犯，在花园口扒堤

放水，泛水入淮河、夺长江分注入海。至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花园口大

堤堵复，黄河重归“予鲁故道”，。；由山东省垦利县分神仙、甜水、宋春荣沟三股入渤
．、 ～～一-——L

海。

黄河河I=I段，地势平坦，海潮顶托，泥沙大量沉积，河口不断延伸、抬高，

周期性改变入海流路。不同时期形成广袤不等的黄河三角洲。．远期变迁无文献记

载，自最近一次由利津县入渤海迄今，即1855～1985年的百余年间，先在利津县

宁海，后在垦利县鱼洼两个轴点附近，已自然和人工改变入海流路10次。现行河

道系1976年人工改道由清水沟入渤海流路。

黄河流域降暴雨，下游河道产生冰凌，形成不同类型的洪水∥暴雨来自兰州

以上形成洪水，运行至中游，多在2000．～3000米3／秒，组成中、卞游洪水基流；

暴雨来自河口镇～花园口区间，形成大洪水或特大洪水，花园口站1843年(调查考

证)最大洪峰流量36000米3／秒；、1958年(实测)最大洪峰流量22300米3／秒。

黄河下游因冬季寒冷，流量偏小，河段易封冰，在封河或开河时，冰水受阻而形

成凌汛洪水。黄河穿过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面积43万平方公里，年平均水土流失

沙量3700吨／平方公里，中游地区浸蚀严．萤。泥沙输至下游淤积河道威胁堤防安

全；输至入海处填海遄陆‘．，扩大、推进黄河三角洲。由于泥沙异源，河口镇以上来沙

量仅占全河沙量的9％，水量占全河的53％；河口镇至潼关来沙量竞占全河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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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90％，水量只占全河的37％。年内泥沙输量特别集中，85％左右来自汛期。干

流最高含沙量为’920千克／米3，有的支流甚至形成1500千克／米3的泥流。年际变

化，最多达39亿吨，最少仅有4．88亿吨，每年输至下游的16亿吨泥沙，25％淤在

利津以上河道，50％淤在河口三角州及滨海区，25％输往深海。由于不向时段来

水、来沙条件差异，1974～1985年，下游河道每年淤积4亿吨减至．1亿吨左右。

黄河为患，威胁着历代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与安耸。沿黄

人民在与河患斗争中，做出了成就，积累了经验。但受社会制度和经济条件、技

术水平的限制，黄河洪水、泥沙，为患未能根治。历代政权兴盛时，励精图治，

黄河相对出现过安流期，并有兴利之举；政权腐败时，则河患无穷。晚清以来，

百余年间，治黄情况，概述于后。 ，

一、晚清时期 ．

1

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权腐败，国库空虚，河防长年失修。至咸丰

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阳铜瓦厢决口，改道夺大清河由利津入海。

此时，太平天国和捻军农民起义方兴未艾，政府极力扩军镇压，无力顾及河决之

事。是年七月咸丰帝诏谕： “所有兰阳漫口，可暂缓堵。”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

年)郑州十堡决口，清廷大臣再次表奏，借机挽歧河回故，也有朝臣据理反对。光

绪帝最后决定： “黄流筹复故道，迭经臣工条奏，但费巨工繁。惟在郑工速求

堵合，故道一议，‘止可缓图。”十四年郑工合龙，黄河复归东流。 (《山东通志。

河防志》)。在半个多世纪中，下游地区修埝、筑堤，疏竣河口。引进测量、通讯、

施工、管理技术，制订全面治河规划。但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岁修、抢险、堵口。治河

之说，多为空谈，试验之举，成效甚徽。始终困扰在“三年两决口’’的河患之中。

二、民国期间 t

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帝国主义侵略，人民群众苦难深重。北洋及民国政府治

．黄30余年，经费奇缺，堤防失修，以致“险象纷乘，筹防困难”。 “更加军阀盘

剥，竭泽而渔，洪水危及四伏”。黄河入渤海的27年中，仍为“三年两决口”。

下游决溢更甚，仅蒲台、利津两县堤防决溢竟达15处。。人为河患，惨绝人寰，民

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国民政府下‘．在花园[1扒堤放水，造成震惊中外的“黄

泛区”。然而随着西方水利技术传播引进，德国方修斯、美国费礼门、雷巴德等

专家来华考察和研究黄河。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国民政府派李赋都工程

师赴德国做水工试验。他们的著述立说，对我国水利事业产生了一定影响。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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