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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 德'l'1'j黄河河务局续修

《德州黄河志》 自 2003 年开始至今，历经 9 年，数易其稿，今日书成

付印，这是德州黄河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 续修~ it 'l'I'1 黄

河志》真实、客观、全面地记述了德州黄河河务局自 1986 年至 2005

年 20 年各项工作的发展历程，为今后德州治黄工作提供了翔实、系

统的参考资料，必将起到承前启后、服务当代、垂鉴后世的作用 O

值此志书即将出版之时，我谨向参加修志的同志及支持、帮助修志

工作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

1986 年至 2005 年，适逢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

变的重要历史时期，德州黄河河务局在山东黄河河务局和地方党

委、政府的领导下，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践行科学发展观，使

各项工作都迈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

以防洪保安全为中心，大力加强防洪工程建设。 德州黄河河

务局抓住国家加大水利建设投资的机遇，按 2010 年防洪水平年，对

1)各黄大堤进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四次大规模加高培厚，改建险

工坝岸，硬化堤顶道路，在 1]各、背河种植防浪林、生态林，绿化北展

大堤，把黄河堤防建设成为防洪保障线、抢险交通线、生态景观线

的目标已初步实现。 依靠坚固的堤防和强大的人防，保证了黄河

防汛岁岁安澜 O

秉承建设"民生水利"使黄河为建设"幸福德州"服务的宗旨，

充分利用黄河水资源，积极为德州市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供水，

黄河水资源的持续引用为德州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

提供了水资源支撑，并将继续作出贡献。

把发展产业经济，壮大单位经济实力，不断提高改善职工生

产、生活条件放在突出位置。 20 年来，单位实体经济规模从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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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O 经济发展弥补了事业经费不足，稳定了

职工队伍，使各项治黄工作持续推进。

坚持依法治河。 河道管理工作保持了良好的水事秩序，成为

国家一级河道目标管理单位"管养分离"改革促进了工程管理水

平大幅提高，多次被上级坪为工程管理先进单位。

坚持以人为本。 以构建"和谐黄河"、建设"和谐单位"为目标，

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职工的政治、文化、业务素质，使

职工队伍保持了良好的精神风貌，为黄河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源支撑。

20 年来，德州黄河治理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因黄

河是一条极其复杂、难以治理的河流"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任务

依然任重道远，今后要做到以史为鉴，不断总结前人治黄的经验，

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观这一主题，发扬"拼搏、务实、团结、奉献"的黄

河精神，奋发有为、努力工作，将德州治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为建

设现代化的"幸福德州"作出更大的贡献。

德州黄河河务局局长多M纱
2012 年 7 月



凡例 -l . 

凡例

一、指导思想。 《德州黄河志》 是《德州地区黄河志》 的续志。

志书编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

记述德州黄河 1986 年至 2005 年治理开发的历史和现状，力求起到

"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和达到宣传德州黄河、为经济建设服务

的目的 O

二、断限。 本志上限起于 1986 年，下限断至 2005 年 。 对上届

修志未涉及内容适当上溯，以求反映事物原貌。

三、体例 O 本志采取篇、章、节、目结构，以志为主，辅以图、表、

录，将德州黄河治理工作，分类排列，以时为序，以类系事，横排竖

写 O 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重在记述，叙而不议，寓褒贬于事物

记述之中 O

四、资料来源 O 入志资料主要由德州黄河河务局机关各科室

和局档案室所提供，并参考山东河务局和齐河县地方志的相关资

料。 所有资料均经查核，文中不注出处。

五、行文规范 O 本志行文用语体文，语法、修辞、标点符号按汉

语规范 。 文体、文风、称谓、时间表述、数字运用、计量羊位均执行

相关规定。 1986 年至 2∞5 年，单位名称多次变更，文中表述， 1991 年

1 月 1 日前，称德州黄河修防处，以后统称德州黄河河务局，为行文方

便，时有简称，所属县河务局亦如此，处理O

六、篇目设直 。 本志共设 9 篇、33 章、 114 节 O 首列概述，简述

黄河概况和 1985 年前治理情况，以和上届志书衔接，综述德州黄河

20 年治理开发的成就。 第一篇德州黄河概况，记述黄河德州段的

特点和单位住地齐河县的社会经济情况，以下按专业依次分为防

洪工程、防汛、水资源利用、科技工作与职工教育、管理、经济工作、

精神文明建设和附录 8 篇 O 篇以下按内容差异分章、节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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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述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海拔 4500 米

的雅拉达泽山以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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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等 9 个省(区) ，在山东省垦利县流入渤海，全长 5464

千米。

黄河流经黄土高原，将大量泥沙带到黄河下游，将河道淤积抬高，形成地

上悬河。 历史上黄河决口频繁，据史料记载，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 602 年)

河决宿营口(今河南泼县境溟河与卫河合流处)开始，到 1938 年，蒋介石集团

在河南花园口扒口黄河南泛入淮止，2500 多年间，黄河共决口 1590 次，改道

26 次，平均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 黄河决溢，北抵天津，南达江淮，纵横 25

万平方千米，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从 1855 年到 1938 年，黄河在山东行河的

83 年间，仅在德州河段就决(扒)溢 81 次(区划调整前统计数字) 。 每次决

溢，河水所及，田园庐舍尽被水冲沙压，人民财产丧失殆尽，百姓老幼相携流

徙，啼饥号寒，凄惨异常。

德州黄河现行河道是 1855 年黄河在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改道夺大清河

入海后形成的，除去 1938 年至 1946 年改道人淮的 8 年，至 2005 年，已行河

142 年 。 黄河从聊城市东阿县李营险工人境，蜿蜒东北流，经齐河县马集、赵

官、胡官屯、焦庙、祝阿、晏城 6 个乡(镇) ，在赵庄险工出境人济南市天桥区，

河道长 63.40 千米。 河道特点是弯曲且上宽下窄，排洪能力上大下小，由于泥

沙淤积，河床普遍高出背河地面 3 -5 米，防洪水位平均高出齐河县地面 10 米

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地上悬河。

1946 年，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治理黄河的新时代。 德州市人民和治

黄专业队伍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除害兴利"的治黄方

针，按照上级统一规划，对黄河德州段进行了大规模治理。 加高培厚堤防、淤

背固堤、除险灭患、整治河道、石化险工、修建北展宽工程，截至 1985 年，累计

完成土方 18548.26 万立方米，石方 184 万立方米，淤背固堤土方 7590 万立方

米，共完成国家投资 25239 万元。 依靠坚固的堤防和强大的人防，战胜了历年

的洪水、冰凌灾害，从根本上扭转了新中国成立前黄河频繁决口、贻害人民的

悲惨状况，在防洪保安全的同时，修建虹吸、涵闸引用黄河水，为德州市的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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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用水，使千年害河造福人民。

1986 - 2005 年，德州黄河的各项工作都紧跟改革开放的步伐，取得了显

著成绩。

(1)防洪工程不断加强。 20 年间 i 国家每年都安排资金用于防洪工程维

护与建设。 1998 年，长江、松花江、嫩江"三江"大水后，国家加大了黄河防洪

工程建设力度，对黄河下游的防洪工程进行了大规模加修。

1998 - 2003 年，按照 2000 年设防水平，防御花园口站 22000 立方米每秒

洪水，经东平湖分洪，下泄 10000 立方米每秒确保安全的标准，德州黄河加高

培厚堤防 5 1. 15 千米，改建加高险工坝岸 533 段，硬化了临黄堤堤顶，修建沥

青公路 44. 718 千米，种植临河防浪林 41 . 84 千米，高柳 25.92 万株，种植生态

林 20.60 万株，把黄河堤防建设成为防洪保障线、抢险交通线、生态景观线的

目标已初步实现。 20 年间，德州黄河河务局共完成防洪工程建设投资 4.18

亿元，累计完成堤防培修土方 2820.5 万立方米，放淤固堤土方 198 1. 75 万立

方米，石方 41.77 万立方米，为确保黄河防洪安全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2) 工程管理水平全面提高。 在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会)和山东黄

河河务局(简称省局)组织的旨在提升与改善工程管理水平、维护工程完整、

提高工程抗洪强度的各项创先争优活动中德州黄河河务局均取得了显著成

绩。 20 年间，累计有 51 个单项工程被上级评为工程管理达标工程，两座引黄

大闸分别多次被评为"双十佳"工程、先进工程、示范工程，所属齐河县黄河河

务局先后被水利部评定为一级河道目标管理单位和国家一级水利工程管理单

位。 黄河北展堤树木生长旺盛，被誉为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星光的绿色长

廊，各个险工和涵闸经绿化、美化，已成为当地百姓休闲观光旅游的凯丽景点。

(3) 防洪防凌保安全。 1986 - 2005 年，黄河下游没有发生大洪水和严重

的凌洪威胁，但由于泥沙淤积，河道排洪能力降低。 20 世纪末，德州黄河主河

槽的排洪能力从 80 年代的 5000 - 6000 立方米每秒洪水降低到不足 3000 立

方米每秒，出现了小洪水大漫滩的危险局面。 为确保防汛安全，德州黄河河务

局在地方军政领导的支持下，针对市场经济形势下群众防汛队伍出现的新问

题，积极推行群众防汛队伍军事化管理，认真落实防汛行政首长责任制，制定

完善防汛预案，组织防汛演练，加强防汛正规化、规范化建设，提高专业治黄队

伍的素质和防汛抢险机动快速应变能力，战胜了 1996 年 8 月洪水和 2003 年

的严重秋汛，保证了黄河岁岁安澜。 自 2002 年开始，经过 4 次调水调沙，主河

槽得到冲刷，过流能力提高，防汛形势好转。

(4) 引黄供水成效显著。 德州市水资源严重缺乏，每年都需引取黄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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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灌农田和保障工业及城市居民用水。 1989 年，区划调整后，德州黄河还有 4

座引黄闸，设计引水流量 230 立方米每秒，4 个引黄灌区设计灌溉面积 85 1. 5 

万亩，基本覆盖了德州市的全部耕地。 1986 - 2005 年，黄河处于枯水期，水资

源供需矛盾突出 。 德州黄河河务局千方百计争取上级支持，多引黄河水。 20

年间共引水 357. 70 亿立方米(含区划调整前济阳河务局所辖涵闸引水量) , 

年均引水 17.88 亿立方米，为德州市农业连年丰收、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了

强力支持。

(5)依法治河，维护黄河防洪工程完整。 1989 年，德州修防处被水利部确

定为第一批水政执法试点单位，从此德州黄河有了水利执法队伍，和公安派出

所配合，积极查处违反水法规、破坏黄河防洪工程的水事案件。 在执法过程

中，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 《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结合德州黄河的

实际情况，制定了 《德州黄河河道管理条例》和《德州黄河防洪工程管理条

例~ ，经德州市政府颁布发文实施，为维护德州黄河防洪工程完整、处罚违规

行为提供了法规依据。 通过持续不断的普法教育，广大干部职工做到了懂法、

用法、知法、守法，依法办事。

(6)各项改革持续深化。 1986 年，德州修防处在山东全河首推目标管理

和一般工作人员聘任制 。 1988 年又率先进行科级干部竞聘上岗，打破干部、

工人身份，不拘一格选人才。 1999 年、2002 年两次改革，副科级干部和市、县

局机关岗位全部竞聘上岗，优化了人员结构，提高了工作效率。 干部选拔中，

拓宽民主监管渠道，任命、聘用前均实行事前公示，广泛征求意见，做到公开、

公平、公正。 2004 年依据上级"流域机构各级机关依照国家公务员制度过渡

实施办法"市、县河务局机关工作人员依照国家公务员管理。 根据黄委会、

山东黄河河务局的部署，积极开展工人晋级、技术人员职称评定改革，实行专

业技术人员聘任制;推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专业技术人员、公务

员、工人分别实行不同的工资制度，按照国家政策，多次调整工资标准，职工收

入大幅增加，居住条件、生活待遇明显改善。

1998 年，黄河防洪工程建设管理体制改革，由传统的自行施工、自建自管

改变为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社会企业进入黄河市场参

与竞争。 通过改革，完善了运行机制，加强了合同管理，强化了工程进度、质量

管理和投资控制，管理水平得到了逐步完善与提高。 进入 21 世纪，按照上级

部署，进行工程管理体制改革。 人民治黄以来，延续了半个世纪的群管与专管

相结合的工程管理模式被管、养分离改革所替代。 2005 年，工程养护公司成

立，专职从事工程维修与养护，国家按单位的工程数量拨付维修养护经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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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管工作日趋规范。

(7) 加强财务管理、强化审计监督。 财务工作认真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

会计法~ ，依法建立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坚持会计人员持证上岗，实施会计电

算化、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广泛开展增收节支活动，提高物资管理水平，

减少物资积压浪费。 全面推行财务收支审计，领导干部离职、任期经济责任审

计、经营项目效益审计、专项审计，使德州黄河的各项经济活动都置于审计监

督之中，维护了财经纪律的严肃性，防范了财务风险，促进了干部廉洁自律。

( 8 ) 大力发展经济。 20 年间，德州黄河的经济工作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从弱到强的不断发展之路，形成了以水利建筑施工、淤背区开发、引黄供

水、跨河交通、养殖加工为主体的经营格局，经营收入从 1985 年的不足百万元

增加到 2005 年的 11398 万元。 经济的发展弥补了治黄事业经费的不足，稳定

了职工队伍，促进了德州治黄事业的健康发展。

(9) 精神文明建设结硕果。 德州黄河河务局历届党组都坚持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持续不断地对职工进行思想政治工

作教育和廉政教育，注重加强职工的道德建设，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改善职工

的生活办公条件，积极开展创建文明单位活动。 自 1995 年至 2005 年，共创建

各级文明单位 18 个，其中，德州黄河河务局机关连续 10 年保持省级文明单位

称号，所属单位分别建成为市、县级文明单位和行业文明单位。 全局职工在党

组领导下，凝神聚力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以良好的精神风貌展现在世人

面前。

人民治黄 60 年，黄河治理开发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距离实现维持黄河健

康生命、达到"堤防不决口、河道不断流、污染不超标、河床不抬高"的终极目

标仍然任重道远，还需要一代又一代的黄河人付出艰辛的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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