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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雷

序．，言

水，孕育了人类，水，孕育了文明，水，也支撑着历史发展，所以，历代修志必

修水志。徐州作为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它的兴衰更迭无不与水密切相

关。 ，

徐州古称彭城，岗岭四合、襟山带水，是“一熟资数岁’’的渔米之乡。因其凭借

黄河、大运河和境内的淮、沂、沭、泗等水系可通达苏、皖、浙和鲁、豫、冀等各省，

历有“五省通衢"之称，盛况延续两千多年。但是自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黄河

夺淮侵泗起，到新中国建立之前的700余年时间里，由于河道壅塞、水系紊乱，虽

然古代一些治水名人在“治黄抗洪、安黄保运"中有过一些建树，但水旱灾害仍十

分严重，加之战乱不断，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人民生活极端困苦。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沂沭泗流域进行了重新规划，对徐州地区的水利建设

给予了大力支持。徐州人民在各级地方党委、政府的带领下，围绕不断提高抵御

水旱灾害能力、彻底改善水利设施条件这一总体目标，从治理洪涝灾害入手，发

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走出了一条突出重点与循序渐进结合、

除害兴利与综合开发结合的科学治水之路，取得了辉煌成就，建成了防洪、排涝、

灌溉、降渍、供水五大水利工程体系。全市抗灾能力大大增强，水环境有了明显改

善。徐州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水利兴则事业兴、百姓旺。建国后水利建设的

经验充分说明，只有尊重科学、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地大办水利，才能保证社会稳

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只有这样做，水利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地位才能

更加巩固，水利事业才会有更大的发展。

刚刚进入新世纪，徐州市水利局就将修志工作列入水利工作的重要议程，体

现了盛世修志这一我国的优良传统。在修志过程中，编写人员尊重历史、尊重事

实，既肯定了治水成果，也客观地反映了治水活动中的一些问题和教训。该志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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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详今略古、观点正确、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既有鲜明的地方特点，也有水利

专业特色，不失为一部传世佳作。

修志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我相信，这部志书的出版必将为领导和有关部门

研究问题、科学决策提供佐证，为全市广大水利工作者提供有益借鉴，也将为全

市人民了解水利提供必需的资料。水是生命之源，水利事业任重道远。在新的世

纪里，徐州水利还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科学治水的精神，围绕新的目标做出更

大努力，为全市人民的安康、为徐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好的保证，创造更好的

水环境。

藜洲
2004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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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水利志》在江苏省水利厅史志办、徐州市史志办的指导帮助下，在全

市各水利部门和水利战线广大老同志的关心、支持下，经过编写人员的辛勤努

力，于新世纪之初出版问世了。这是徐州市第一部水利专业志，是徐州水利发展

史上的一件大事。志书的出版问世，可告慰前人、激励今人、启迪后人，对徐州市

水利事业的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证

明，从大禹治水开始，历朝历代的兴衰存亡无不与水有关。治国必先治水，兴国必

先兴水。如实记载从古到今的水事活动，传诸后人，以史为鉴，是总结历史经验的

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要求。编写《徐州市水利志》是一项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历

史意义的工作。通过史志，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过去，特别是了解水利建设在历史

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服务当前，使各级领导更好地认识本地的历史和

现状，有利于借鉴历史经验，分析当前情况，做出正确决策，推动经济社会快速、

健康发展；可以教育后代，通过志书反映的前人创业精神和光辉业绩，进行革命

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徐州在江苏省西北部，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位于沂沭泗流域中下游，

水系独特，治理艰难。特别是黄河侵泗夺淮后，水系大乱，洪、涝、旱、渍、碱等灾害

频繁发生，给徐州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深重灾难，也给徐州这座具

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造就了“城下城"奇观。历史上，苏东坡、潘季训、靳辅等名

臣皆在徐州留下抗洪、抗旱、治理水患灾害的业绩，但由于受封建制度的局限，科

学技术低下，始终未能从根本上解除区内水患灾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

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五六十年代以防洪除涝为重点，兴建了导沂整沐工程；新

建加固了骆马湖、微山湖及沂、沭、运三条流域性河道的防洪大堤，开辟了邳苍分

洪道，开挖了京杭运河不牢河段，建成了庆安、高塘、阿湖、云龙湖等数十座中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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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水库，走出一条筑堤束洪、疏通河道、防洪治涝除害之路，初步形成了防洪除涝

保安体系。七八十年代以旱改水为中心，开挖了徐洪河、丁万河，开展了大规模的

平田整地、修筑梯田、治山改土和灌排工程配套建设，大力发展机电灌溉事业。大

规模兴建水源工程，先后兴建了刘山、解台、郑集、沙集、单集、大庙等一批流域性

抽水站，走出一条南水北调、东水西送、梯级拦蓄、河网化建设、扩大种植水稻最

高达23．3万公顷的兴利之路，初步形成了灌溉、供水、治碱体系。步入九十年代

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为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加大投入力度，加

快建设步伐，全市掀起了建国后第三次水利建设高潮。续建完成了徐洪河工程，

扩大了郑集河输水工程，实施了沂沭泗洪水东调南下20年一遇防洪工程和徐州

市区城市防洪工程，开展了大规模的中低产田改造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水利改革

进一步深化，水利综合经营快速发展，水费征收、水资源管理、水利执法等全面走

上正轨。水利走向完善、巩固、提高、全面发展之路，全市水利进入改革发展的新

时期。

经过50年的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全市初步建成了防洪、排涝、灌溉、降渍、

供水五大水利工程体系，为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和保障。

《徐州市水利志》是一部全面、系统地反映徐州治水历史的志书，记述了自古

以来徐州治水的全部实践，着重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徐州水利事业发展的全过

程。该志书突出了徐州治水特点和水利专业特色。从自然概貌到水利规划设计，

从防洪、排涝、调水工程建设到管理运用，从农田水利、机电排灌、打井配套到节

水灌溉，从防汛防旱到综合经营、水费征收，从科技兴水到机构设置和水法规建

设，从治水人物到人文景观等无一疏漏。同时该志书还反映了治水实践中的成功

经验和失败教训，给各级水利部门的领导和广大水利工作者提供了有益借鉴。愿

今人和后人能从中得到启迪，在今后的水利建设事业中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

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

值此志书出版之际，谨向多年来积极关心支持《徐州市水利志》编纂工作的

同志致以诚挚的谢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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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全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求实存真’’之宗旨，力求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和资

料性之统一．。

二、全志记述遵照“详今略古’’原则，统合古今，立足当代。时间上限从事物

发端开始，下限到2000年(因叙事需要跨2000年的加注括号)。内容叙述范围以

1983年徐州地、市合并以后的区域为准。区域内详述，区域外有关联者简述。

三、全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国、表、照片相对集中。

重要资料来源随文加注，不用节后或文后注释，一般资料不注明出处。

四、全志采用“横排竖写"的记述办法。按水利业务属性编排章、节、目、分

目。除概述及人文一章外，均述而不论，寓褒贬于记述之中。大事记以编年体为

主，辅以记事本末。
‘

五、为行文简略，将“中国共产党"简称“党”，人民政府简称“政府"，“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后"，水利部治淮委员会简称“淮委"，江苏省

水利厅简称“省厅力等。志中第一次出现用全称，以后多用简称。

六、采用公元纪年。建国前先写朝代纪年，然后加注公元纪年。建国后一律

用公元纪年。书写年、月、日，建国前用汉字，建国后均使用阿拉伯数字。凡文中

提到“××年代”而未提。××世纪”者均指20世纪。

七、计量单位：建国前内容沿用旧制，必要时用括号注明换算值；建国后内

容采用国家标准规定的计量单位，如长度用“米"、“公里"，土石方用“立方米一，土

地面积用“公顷一，水流量用“立方米／秒"，机电设备功率用“千瓦一、“千伏安"等。

单位名称和单位符号一律采用中文，一般不采用外文符号。志中使用的标高均指

相对于废黄河零点的高程，特殊情况用括注说明。

八、因行政区划变革，机构名称、职官、地名多变。志中所记事物以当时名称

为准，必要时括号加注说明。古地名用原名，有准确地理范围的括注今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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