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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菏泽地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的部署，菏泽修防处编纂办公

室编写的《菏泽地区黄河志》现已脱稿付印。这是我区治黄史上的一件

好事，也是我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菏泽地区地处黄河下游，是黄河的冲积平原，黄河安危，与菏泽

地区人民生命财产与社会主义建设密切相关。在历代治河活动中，先

人们做出了很大贡献，积累了丰富经验。但由于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

水平的限制，这条桀骜不驯的河流，一直被称为“中国之忧患"。菏

泽地区又是有名的“豆腐腰"河段，历史决溢十分频繁，曾给我区人

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

1 946年，黄河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解放战争期间，我区人民一手

拿枪，一手拿锨，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战胜“蒋(介石)、

黄(河)"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

政府的领导下，大力培修堤防、强化险工、治理河道、组织坚强的人

防队伍，战胜了历年出现的各类洪水，特别是1 958年和1 982年两次大

洪水，创造了人民治河四十年没有决口的奇迹。在确保黄河安全的前

提下，积极利用黄河水沙资源，发展引黄灌溉及放淤改士，为改变沿

黄地区农业生产面貌作出了重大贡献。从我区治理黄河的窗口，可以

看到万里黄河的巨大交化，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菏泽地区黄河志》，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为准绳，本著详今略古的原则，按照“三新一(新材料，新观点、

新方法)、 搿两性修(现代性和科学性)的要求，以具体翔实的资

l



料，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一百多年间我区治黄工作的历程，特别是建国

以后的治黄工作的成败与得失、经验孝教训，以期达到资治，教育和

存史的作用。但修志工作是一件新事，我们没有经验，从事这一工作

的同志也缺乏修志工作的专业知识，尽管付出不少心血和汗水，但仍

然难免有缺漏和不足之处。恳切希望各级领导和关心、熟悉菏泽地区

治黄工作的同志提出意见，以便今后修改补充，使其更加完善。

孟 青 云

l 9 8 7年12月



凡 例

一，《菏泽地区黄河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

想，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作到思想性、科学

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实事求是的记述菏泽地区黄河治理的历史和现

状，努力探索黄河的自然规律和本区黄河的特点，以推动今后治黄工

作的开展。

二、按照《江河志编写工作暂行规定》和《黄河志》基本篇目，

结合本区治黄工作的具体情况而拟订的篇目，共分12章、32节，成书

约1 7万字，上限1855年(历史灾害及其他有关章节上溯到汲、元、明

时代)，下限断至1 985年口东平湖水库蓄洪工程，是我区治理黄河的

重要组成部分；山东省位山工程局编写了《东平湖志》，本志不再纳入。

三、根据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突出特点的原则，重点记述了人

民治河以来，尤其建国后菏泽地区黄河治理的经验教训及其伟大成

就口对历代治黄的经验，散见于其他论著的不再赘述。

四、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横排门类，纵迷事实，以志为主，记、

传、图、表为辅。所用名词，术语、符号、代号、纪年、计量单位等，

尽量按照有关规定书写。 ·

、

五、本志资料来源主要是菏泽修防处机关档案、当事人记录、研

究成果和实地考察，并查阅了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菏泽行署档案

馆及有关府、州、县志、史书等大量资料c所有采用资料均进行了认真

考证，筛选，力求避免讹误。

六，《菏泽地区黄河志》是在资料长编基础上编纂而成的，经过

初审，评审和复宙，反复锤炼，三易其稿，最后审定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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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概 述

黄河是我国的第二条大河．它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约

古宗列盆地，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

河南，山东等九个省、区，在山东省的垦利县入海，流程金长5，464

公里。西起青藏高原，东至渤海之滨，南自秦岭，北抵阴山，流域面

积为75．24万平方公里，耕地2．7亿亩，入口1．3亿入。 ．

菏泽地区境内河段是黄河的下游，又是山东黄河的门户。它从河

南省兰考县境进入我区，横贯东明、菏泽、鄄城、郓城、梁山五个县

市，由梁山县国那里引黄灌溉闸下跨入泰安市东平县境，河道全长二

百余公里，并辖东平湖西部库区。

菏泽地区地处山东省西南部，辖菏泽、东明、鄄城、郓城、梁山、

巨野，定陶、曹县，成武、单县等10个县：市，人口738万人，耕地

面积1，162．67"亩。其中沿黄河的有5个县、市，人口370．9万人，耕

地面积41 5．77"亩。居住黄河滩区的有350个自然村，人口19．35万人，

土地面积53．64万亩，其中耕地面积41．57万亩。·

菏泽地区属华北黄河冲积平原，是粮、棉，油主要产区。1 949

～1 956年的七年间，是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时期，1 956年农业总

产值4．25亿元，比1949年增长97。7％，粮食总产量28．12亿斤，年递

增率8．5％。1 957"一1 963年的七年间，是农业生产连续下降时期，

1 963年农业总产值1．98亿元，比1 956年下降1 1 4．6a'／o，粮食总产量下

降到+11·81亿斤，比1 956年下降138．1叻o 1 964～1 978年的十五年间，

是农业生产上升的缓慢时期，1 978年农业总产值8．28亿元， 比1 963

1



年增长3．2倍，粮食总产量34．1亿斤，比196Z年增长1．9倍。1979～

1 985年的七年间，是农业迅速发展时期，+1 985年农业总产值猛增到

29．2亿元，比1978年增长2．5倍，粮食总产量高达58．75亿斤，比1 978

年增长72。3qo 3
1957．"-'1 978年，菏泽地区购销相抵。净吃国家统销粮

27．65亿厅。1984年和1985年粮食商品收购量分另0比1978年增长8．5倍．

和10．6倍，棉花收购量分别比1978年增长9．5倍和1 0．9倍，变成了全：

省的售粮大户。农业生产由自给半自给进入了向商品农业转化，人

民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化的新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1985年人．

均收入达到446元，比1978年人均收入80元增长4．5倍。[注]

黄河因善淤．，善决、善徒闻名于世。在西起郑州、东至海口、北

至天津、南抵淮河广大黄淮海大平原上，到处留下黄河决口改道的痕

迹。而菏泽地区则居其间c从春秋战国时代，至1938年的两千多年

间，黄河大改道二十六次，其中波及菏泽地区的即达十二次之多，黄

河决口一千五百多次，其中发生在菏泽地区的即有164次(年份)。明

孝宗弘治二年(1 489年)，开封及封丘金龙口大改道；清咸丰五年

(1855年)，河南兰15日铜瓦厢大改道，均使菏泽地区金境成为黄泛
●

区。

在长期的治河斗争中，菏泽地区曾涌现出不少杰出的治水人物和

可歌可泣的业绩口元至正年问，贾鲁在黄河大汛期以。沉船万法堵塞

曹县白茅口，使“决河绝流，故道复通”，一举堵合了泛滥七年的央

口，成为载入治黄史册的范倒。明万厉年间，曹县胡宗沔献策重修太

行堤，节省了大量治河资金，堤成后“有诏赐金，抚按表其门’’口民

国九年(1920年)，义民领袖刘长久、油清海，率领义民和当地群众

(注)资科来源t((菏泽地区综合农业区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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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修菏泽县刘庄大险，挽救了决口之危。当代我国著名的水利学者和治

黄专家张含英，即是我区菏泽市人，他对黄河有深入的研究，对治理

黄河有卓越的贡献。人民治河以来，更是英雄辈出。在战争年代与蒋

(介石)、黄(河)斗争中毛在建国后修堤筑坝、抗洪抢险中，被命

名为金国、省级及水利电力系统的先进单位和英雄模范人物即达87

个。 。

菏泽地区黄河河道的特点。河道上宽下窄，排洪能力上大下小。

由于黄河携带大量泥沙，河床连年淤积抬高，形成了地上“悬河"。

菏泽地区的现行河道，是清咸丰五年(1855年)铜瓦厢改道后形成

的，除1938年国民党在郑州花园口掘堤改道南行九年外，至今已一百二

十余年：．东明县高村以上河道长66公里，曲率1．204。该河段的特点是

宽：浅、乱，主流摆动频繁，属游荡性河道，平滩水位河宽2．2N6．5

公里，主槽河宽1．2～3．3公里。纵比降为l／8，000左右，横比降为

l／2，ooo～1／3，000，大水漫滩后易于造成顺堤行洪，洪水骤落后，

由于河心滩阻水又易形成横河，威胁堤防安全。高村以下河道长146

公里，曲率1．246，属游荡性向弯曲性转变的过渡性河道。平滩水位

河宽0．5～2公里，主槽河宽0．6,---'1．3／Ak里。该河段主槽比较明显单

一，水流也比较集中，中小水位持续时间较长时，易造成河岸坍塌，

甚至逼近大堤，造成防守困难。菏泽地区(即黄河右岸)，不但河道

宽，且滩地大，滩地面积354．9平方公里，占山东省黄河滩地面积的

47％。大水时滩区是排洪、滞洪区，小水时又是农业生产基地。1949

年大水期间，”滩区滞蓄洪水11亿立方米，1982年大水期间，滩区滞蓄

洪水14亿立方米，对削减洪峰发挥了重要作用。

菏泽地区临黄大堤总长度一-百八十多公里．大部是在民埝基础上

，



修筑起来的。而民埝的修筑，又随当对的水势而定。 “因水立埝，就

埝筑堤’’，于是形成堤距宽窄不一的弊病。高村以上堤距10-'--'20公里，

高村以下4～8公里，国那里附近(十里堡闸)仅1．4公里。吞水量

大，泄水量小，洪水滞蓄时间长。人民治河前，决溢频繁，成为金河

有名的“豆腐腰”堤段。1 958年后，黄河滩区修了生产堤，漫滩机遇

减少，河槽淤垫加快，形成了槽高于滩、滩高于背河地面的悬河中的

“悬河玎。据推算，沿黄县城地面高程普遍低于当地黄河1983年设防

水位八、九米，其中菏泽市低于刘庄设防水位14．75米。一旦黄河决

口，如高屋建瓴，人民生命财产和社会主义建设将付诸东流。

1 947年3月15日，国民党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国共两党达成均开封、

菏泽、南京，上海、邯郸等历次协议，提前堵复了花园口口门，使黄

河回归故道6菏泽地区人民面对“蒋、黄”两大敌人，在环境极端恶

劣，经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一手拿枪、一手拿锨，经过三年多的艰

苦斗争，取得了反蒋治黄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黄河治理揭开了新的一页u’1 952年10月，毛泽东

主席亲临黄河视察．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周

恩来总理生前一直亲自领导治黄工作，作出了“要让黄河水土资源在

上中下游都有利于生产"的指示。黄河从此进入了综合治理、全面开

发的新阶段。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里．党和国家领导入赵紫阳、胡耀

邦、万里，李鹏、胡启立等，均亲临黄河视察，对除害兴利作出了重

要指示。建国以来国家用于治黄的总投资90多亿元，平均每年2．4亿

元。五十年代初期，国家百废待兴，但把确保黄河安全摆至4重要位

置，优先安排投资，开始了第一次大复堤I六十年代初期，在国家三

年经济困难时期，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黄河进行第二次大复堤I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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