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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上县水利j志》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怀领导及有关部门协

助支持下，在对初稿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过编纂人员辛勤努

力，终于定稿与读者见面了。

“《汶上县水利志》是汶上县有史以来第一部水利专著，虽原有

明万历年间《汶上县志》和清康熙、宣统年间《续修汶上县志》，但都

很少记载水利。水是人类赖以生存最基本的物质组成部分，同人们

生产、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纵观历史，历代政权存亡兴衰和

国家的强弱，无不与水利事业息息相关。认识水的自然规律，研究

水利事业发展的历史，对于促进社会发展，造福于人类，有着极其

‘重要的意议。《汶上县水利志》正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这一规律。

汶上县系文明古县，有着悠久的历史，传颂着可歌可泣的治水

英雄，如元、明时期，汶上相继出现了马之贞、白英等杰出治水名

人，《汶上县水利志》客观公正记载了他们的贡献，歌颂了他们的丰

功伟绩，给后人以很大启发，令汶上人引以自豪。

《汶上县水利志》比较系统地记述了汶上县古今治水状况，如

实总结记述了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治水

方面的做法、措施、进程、现代化发展趋势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益

当代和后人开阔视野，引以借鉴，对继往开来，开创水利事业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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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必将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借《汶上县水利志》出版之际，对从事和关心编纂志书的同志

谨表示忱谢，同时恳请广大读者给予指正。

汶上县人民政府县长 器‘刁妻，皂

一九九一年十月 日



凡 例

一、《汶上县水利志》，以-5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辨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

料性的统一，实事求是的记述汶上县水利建设情况，揭示其发展规

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一

二、本志为汶上县有史以来首部专业志书，故上限追溯到水利

事业在县境内的发端，下限断至1 987年。本着详今略古立足当代

的原则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水利建设成就及经验教

训，并简述了古代治水的业迹。

三、采取横排竖写的方法，纵不断线，横不缺项，力求完备翔

实，以志为主，记、图、表、录为辅，志书行文用语体文、记述体。

四、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主要来自《元史·河、

渠志》、《明史·河、渠志》、《水经注》、《行水金鉴》、《泉河备考》、《山

东运河备览》、《山东通志》、《山东水利大事记》、《淮系年表》、《水利

专利》、《汶上县志》等。建国后，主要来自县档案局，水利局资料室

原始资料，以及调查采访的口碑资料等。．

五、根据地方史志的行文规定，对用字、词语、名称、称谓、时

间、数字、图表等，力求合乎志书规范。对行文中的数字，两位以上

及公元年号均用阿拉伯数字，百分比用百分号。1 949年以前，中国

历史纪年用汉-T-书写，括号内附加公元纪年，阿拉伯数书写。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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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使用黄海(海拔)高程，行文中引用的法规、文献等忠于原文。

六、突出地方特点和时代特色，秉笔直书，正确反映历史发展

的真实面目，突出古今人民群众治水的功绩，过而不论，述而不议，

寓褒贬于记述之中。除记历史上治水名人外，当代水利建设除个别

先进人物外，一般记事不记人。水利建设中的失误、挫折和教训，不

联系个人。
。

七、志书中第一次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用全称，以后简称

“建国前”，“建国后"。

八、本志书凡简称“党"均指“中国共产党”。凡称“党委"、“县

委’’、“地委”、“省委"均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地组织；凡称“政府"、“人

委”的均指人民政府。

九、各个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及地域名称均沿用当时旧名。如

原“公社"后称“乡"等。

十、本志计量单位，除引用的历史资料沿用市制外，一律采用

国家的计量单位、名称。



目 录

序⋯⋯⋯⋯⋯⋯⋯⋯⋯⋯⋯⋯⋯⋯⋯⋯⋯⋯⋯⋯⋯⋯⋯⋯⋯⋯

凡例⋯⋯⋯⋯⋯⋯⋯⋯⋯⋯⋯⋯⋯⋯⋯⋯⋯⋯⋯⋯⋯⋯⋯⋯⋯

大事记⋯⋯⋯⋯⋯⋯⋯⋯⋯⋯⋯⋯⋯⋯⋯⋯⋯⋯⋯⋯⋯⋯⋯(1)

概述⋯⋯⋯⋯⋯⋯⋯⋯⋯⋯⋯⋯0 o g o ol⋯⋯⋯⋯⋯⋯⋯⋯⋯(17)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一章水系与湖泊

第二章水资源

水资源要素⋯⋯⋯⋯⋯⋯⋯⋯⋯⋯⋯⋯⋯⋯⋯⋯(37)

地上水资源⋯⋯⋯⋯⋯⋯⋯⋯⋯⋯⋯⋯oo e o o e o a e g oe(42)

地下水资源⋯⋯⋯⋯⋯⋯⋯⋯⋯⋯⋯⋯⋯⋯⋯⋯(47)

水质及污染8110 000 8 018 O O 0 0 o 40 O O 0 0 0 e OO 0 0 0 0 O g O O O O Oeo⋯⋯⋯⋯(53)

水资源总量及利用⋯⋯⋯⋯⋯⋯⋯m O O O O 0 O 0 0 O ee⋯⋯(54)

)

))

Cu

1

2u

o、】口U

Qu(／_，，～

●

●

●

●

●

●

●

●

●

●

●

●

●

●

●

●

●

●

●

●系泊泉水湖古



第三章河道治理

第一节 梁济运河⋯⋯⋯⋯⋯⋯⋯⋯⋯⋯⋯⋯⋯⋯⋯⋯⋯(57)

第二节 大汶河⋯⋯⋯⋯O o o 00 o 0 0 0 o o 0⋯O 0 0 0 0 o⋯⋯0 80 00 0 0 00⋯⋯(60)

第三节 小汶河⋯⋯⋯⋯⋯OO O 000⋯⋯⋯⋯⋯⋯⋯⋯⋯⋯⋯(63)

第四节 泉河⋯⋯⋯⋯⋯⋯⋯⋯⋯⋯⋯⋯⋯⋯⋯⋯⋯⋯⋯(65)

第五节 边界河道⋯⋯⋯⋯⋯⋯⋯⋯⋯⋯⋯⋯⋯⋯⋯⋯⋯(69)

’

第四章治涝改碱，

第一节 治理涝洼⋯⋯⋯⋯⋯⋯⋯⋯⋯⋯⋯⋯⋯⋯⋯⋯⋯(75)

第二节 改良碱地⋯⋯⋯⋯⋯⋯⋯⋯⋯⋯⋯⋯⋯⋯⋯⋯⋯(88)

第三节 治涝改碱记实．-．⋯⋯⋯⋯⋯⋯⋯⋯⋯⋯⋯⋯⋯⋯(93)

第五章灌溉工程

第一节井灌⋯⋯⋯⋯⋯⋯⋯⋯O 00 0 o o 00 0 00 0 0 m J O g O 0 00⋯⋯⋯⋯(99)

第二节 喷灌⋯⋯⋯⋯⋯⋯⋯⋯⋯⋯⋯⋯⋯⋯⋯⋯⋯⋯⋯(1 11)

第三节 扬水站排灌站⋯⋯⋯⋯⋯⋯⋯⋯⋯⋯⋯⋯⋯⋯⋯(112)

第四节 引汶灌溉⋯⋯⋯⋯⋯⋯⋯⋯⋯⋯⋯⋯o o e g e e ol o 6 00 e o o(1 1 7)

第五节 排灌机械⋯⋯⋯⋯⋯⋯⋯⋯⋯⋯．．．⋯⋯⋯⋯⋯⋯(1 24)

一2一



i||

j

第六章一!桥、涵：闸、坝帚八早：价、i幽、I刊、以

第一节j建国箭3兴建的桥涵闸坝“i⋯⋯⋯．．．小⋯⋯⋯⋯⋯(1 27)

第二节“建国后兴建的桥涵闸⋯”o—o⋯i⋯⋯⋯⋯⋯⋯⋯⋯·(1 29)

第七章，水旱灾害

第二节。旱灾OO O ml qiJ Ole o gOj⋯⋯⋯OO g O 00 O 0 0⋯⋯⋯⋯⋯·⋯⋯?·⋯(1 37)

第三节 水灾⋯⋯⋯⋯·’⋯⋯··⋯···⋯⋯⋯m⋯⋯⋯⋯⋯⋯(1 41)

第三节 雹灾⋯O g O 40 0 0 OO O O(IJ qJ O qDlt ilJ 0 ee⋯⋯⋯OO 0 09 a·JO m qlJtQO OO e OOe O 00 000mOO(1 51)

“第八章‘抗旱与防汛

第一节’抗旱⋯⋯⋯。⋯O m O O QO⋯O qlJO g’O 0 O OQ 000 OB O 000⋯⋯⋯⋯⋯(1 57)

第二节 防汛⋯．．．⋯IIJ dlI J alb 0⋯⋯⋯“i·“⋯·⋯⋯⋯⋯。⋯⋯(162)

第三节+边界水利⋯⋯⋯⋯·：⋯⋯⋯⋯⋯·dJO 41J O OO 00 0 0 00 600 mOO q000(170)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九章j水土保。持’‘’ ·

oo文u

cJU

7

7

引

一

(((

．3

¨

¨

¨

一

～

～

～

一

¨¨¨

9＼厂

●

●

●

r●●f、

～一～

．¨伶．

害

～

～

危

～

～

及

一

一

状因

～

现原

～失失施流流措土土理水水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十章入畜吃水

第一节 山区吃水⋯⋯⋯⋯⋯⋯⋯⋯0 00 0 0 8 OlO 0 0 4[8 ooe o mg⋯⋯⋯(1 79)

第二节 除氟改水⋯⋯⋯oe o 609⋯o o o ooo··：⋯⋯⋯⋯⋯⋯⋯⋯(1 84)

第十一章水利管理

第一节施工管理⋯O 00 0 00 00 0I 00⋯⋯⋯⋯⋯⋯⋯⋯?·O O O c00 000(186)

第二节 工程管理⋯⋯⋯oo o ooe⋯⋯⋯⋯⋯⋯⋯⋯⋯olo o 0 40 ooo(189)

第三节 财务管理⋯⋯⋯⋯⋯⋯⋯⋯⋯⋯⋯⋯⋯⋯⋯⋯⋯(1 90)

第十二章水利科技

‘第一节 科技队伍⋯⋯⋯⋯⋯⋯⋯⋯⋯⋯⋯⋯⋯⋯⋯⋯⋯(196)

第二节科技成果与应用⋯⋯⋯⋯⋯0 0 0 0 00 000 OOI 00 4J OeO⋯⋯⋯(199)

第三节 柳杭井灌区技术改造试验工程⋯⋯⋯⋯⋯oOO&OO OIo(202)

． 第十三章其他水利

第一节外出施工⋯⋯⋯00 0 OlOIO 0 0 00⋯000 000 000⋯⋯⋯⋯⋯⋯(207)

第二节 多种经营⋯⋯⋯⋯⋯⋯⋯⋯⋯⋯Jo e 000 000 0 00⋯000 0 OO(209)

第三节 松山水库⋯C 00 000⋯⋯⋯⋯⋯⋯⋯⋯⋯ooo o ee⋯⋯⋯(209)

●

——．1一



第十四章机构沿革

第一节 历代水利机构⋯⋯⋯··⋯·⋯⋯⋯⋯⋯⋯⋯⋯⋯⋯(213)

第二节 当代水利机构⋯⋯⋯⋯⋯⋯⋯⋯⋯⋯⋯⋯⋯⋯⋯(21 3)

立些 士
奄 ，木

一、文 存

(一)汶上县革命委员会布告⋯⋯⋯⋯⋯⋯⋯⋯⋯⋯⋯⋯⋯(225)

(二)汶上县人民政府关于保护水利工程设施的布告⋯⋯⋯(227)

(三)汶上县人民政府关于转发水利局“关于农用机电井管理责任

制几点意见的报告”的通知⋯⋯⋯⋯⋯⋯⋯⋯⋯⋯⋯(230)

附：汶上县水利局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农用机电井管理责任制

几点意见的报告⋯⋯⋯⋯⋯⋯⋯⋯⋯⋯⋯⋯⋯⋯⋯⋯(231)

(四)汶上县人民政府关于防汛工作责任制的意见⋯⋯⋯⋯(236)

(五)汶上县抗旱防汛指挥部文件⋯⋯⋯⋯⋯⋯¨⋯⋯⋯?”．(240)

附：梁济运河左岸(40K)滞洪区计划方案 ⋯⋯⋯⋯⋯⋯⋯(240)

(六)汶上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汶上县水资源管理办法》的通知

································-·························-··········(245)

附：汶上县水资源管理办法⋯⋯⋯⋯⋯⋯⋯⋯⋯⋯⋯⋯⋯(245)

(七)排水协议⋯⋯⋯⋯⋯⋯⋯⋯⋯⋯⋯⋯⋯⋯⋯⋯⋯⋯⋯(251)

1．边界排水协议⋯⋯⋯⋯⋯⋯⋯⋯⋯⋯⋯⋯⋯⋯⋯⋯(251)

2．境内排水协议⋯⋯⋯⋯⋯⋯⋯⋯⋯⋯⋯⋯⋯⋯⋯⋯(270)

／1_
一5



二、水利杂记

(一)关于白英的传说⋯⋯⋯⋯⋯⋯⋯⋯⋯⋯⋯⋯⋯⋯⋯⋯(278)

(二)宋礼事略⋯⋯¨co o oO B 00 0 oO 0 o O(t O 0 4J⋯⋯⋯00 0 O OO⋯⋯⋯⋯⋯(286)

(三)田代顺独修木郎桥⋯⋯⋯⋯⋯⋯⋯⋯⋯⋯⋯⋯⋯⋯⋯(289)

(四)李平口传说⋯⋯0 00 0 0 0：⋯··O O 0 0 0 0 0 0 0 O OQ OI 4J⋯⋯⋯⋯⋯⋯⋯(291)

三、水利工程遗址

南旺分水龙王庙古建筑群⋯⋯OI O O O0⋯⋯⋯⋯⋯⋯⋯⋯⋯⋯(292)

四、水利谚语

水利谚语⋯⋯⋯⋯⋯⋯⋯⋯⋯⋯⋯·+⋯⋯⋯⋯”O O O g O0⋯⋯⋯(296)

《汶上县水利志》评审意见⋯⋯O 0 0 0 0 0 O 0 0 O O 0⋯⋯⋯⋯O 00 0 00⋯⋯(299)

编后记⋯⋯⋯⋯⋯·⋯⋯：⋯⋯⋯⋯⋯⋯⋯⋯j⋯⋯⋯⋯⋯⋯(302)



大 事 记大 事 1己

宋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大旱。(《汶上县志》大事记)。

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 009年)霖雨害稼。(《汶上县志》大事

记)。

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 07'7)年七月“黄河大决于澶州曹村

(今濮阳西)。河道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泺。分为二派：一径南清

河(即泗水)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即大清河)入于海。凡灌郡县四十

五。而濮、齐、郓、徐、尤甚，坏田三十万顷’’。《河渠志》。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十二月，“差奥鲁赤，刘都水

及精算数者一人，给宣差印，往济州(今济宁)定开河夫役"。公元

1282年冬派兵部尚书李奥鲁赤主持，开挖由济宁至须城(4-东平

城西北)的济州河，南接泗水，北通大清河。次年(公元1283年)八

月济州新河成并设都漕运司”。《元史·河、渠志》。 ·

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 289年)正月开挖会通河动工，六

月竣工。．
“

由著名水利家马之贞主持，“征旁郡丁夫三万"施工。“起须城

县(今东平县)安山之西南，由寿张西东昌(4-聊城)又西北至于临

清’’，南-9济州河接，北通御河(今漳卫河)金长250余里。‘‘凡役工

二百五十一万七百四十有八"。元世祖亲自命名为“会通河”。同时

建安山(东平城西)开河(汶上城西南)两座船闸。《山．东水利大事



记》。

元延右元年(公元1 31 4年)三月大雨雪连降三日，桑叶冻落，

蚕尽冻饿死。闰月，酷霜，冻果树，禾苗受害。(《汶上县志》大事

记)。

元延右六年(公元1 31 9年)四月，大水害稼。(《汶上县志》大事

记)。

元顺帝至正四年(公元1 344年)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

溢，水平地深二丈许；北决白茅堤。六月又北决金堤，并河郡邑：济

宁、单州、虞城、砀山、金乡、渔台、丰、沛、定陶、楚丘(今曹县东南)、

成武；以至曹州(今菏泽)、东明、巨野、郓城、嘉祥、汶上、任城(今济

宁)等处，皆罹水患，民老弱昏垫，壮者流离四方，水势北漫安山，沿

入会通河。《元史·河、渠志》。

明成祖永乐九年(公元1 4 1 1年)二月，改建会通河，采用汶上

白英建议引汶由南旺分水济运。《山东水利大事记》。

明宣宗宣德四年(公元1 429年)“发军民二十万，浚济宁以北

自长沟至杏林闸间运河一百二十里，置闸诸浅，浚湖塘以引山泉”。

(《明史·河、渠志》)。

明宣宗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大雨，水平地数尺。(《汶上县

志》——明朝始编下七卷)。

明宪宗成化六年(公元1 470年)大旱，民食树皮，草根。(《汶上

县志》——明朝始编下七卷)。

明宪宗成化十七年(公元1 481年)建运河南旺上、下两闸，南

旺上闸亦名柳林闸，下闸亦名十里闸，相距十里。《淮系年表》。

明世幕嘉靖元年(公元1 522年)建蜀山湖利运闸，出水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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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系年表》。

明世宗嘉靖六年(公元1 527年)筑南旺湖水柜新堤。《山东通

志》。

明世宗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修筑南旺湖堤，周五十一

里，并修复减水闸坝，置减水1'7五座。又修筑汶河东西堤。《淮系年

表》。

明世宗嘉靖二十年(公元1 541年)浚南旺、安山、马场、昭阳四

湖堤筑堤，开渠置闸坝斗门。又筑蜀山湖东堤。《山东运河备览》。

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筑独山湖东堤，重修南旺

西湖长堤。《山东运河备览》。

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黄河、大清河溢，运道淤。

大饥；人相食。《济宁市水利大事记》。

明世宗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3年)大水。石楼泊出现海市蜃

楼奇景。(《汶上县志》大事记)。

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大雨雹。(《汶上县志》明

朝始编下七卷)。 。

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春大旱，四月大雹，是月

后雨皆有雹，秋冬仍止，诸禾俱伤。(《汶上县志》明朝始编下七卷)。

明穆宗隆庆元年～三年(公元1567"--公元1 569年)连年大

水，蛤蟆生，其多遍野，自北而南俞城以行，亦多陨焉。(《汶上县

志》明朝始编下七卷)。

明穆宗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汶水决槽堤，汶上受灾。《明朝

实录》、《明代水旱灾害年表》。

明穆宗隆庆六年(公元1 572年)本年浚运河，筑昭阳、蜀山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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