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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城市水利志
(1 991～2002年)

《邹城市水利志》编纂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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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J

水利是一项兴利除害，协调人与水、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尚事业，

水利事业的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着支撑和保障。

1991～2002年，邹城市水利事业取得了新的发展。水利建设在人

水和谐治水理念的指导下，立足于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把重心转向

了农村水利、水土保持、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

成就。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治山、治水、营林等方面取得较大突破，

其治理规模和进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山丘区人畜饮水困难

且长期未能解决的村庄，饮水问题得到较好地解决，全市5 0余万农

村人口用上清洁安全的自来水；农田灌溉，建成了一大批质量标准和

规模效益突出的节水灌溉工程，使节水灌溉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走

出了一条自我发展的路子；水土流失治理，建设了一大批以生态修复

为标准、变资源优势为商品优势的小流域，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走上了法治的轨道，以高科技手段为支持的水利信

息项目建设取得新的成绩。水利事业的发展为邹城市经济建设和社会

进步，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邹城市水利志(1991～2002年)》以翔实的资料记载了党和政府

组织人民群众为发展经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大搞水利建设的光辉

历程，弘扬了邹城市人民艰苦奋斗、勤劳创业的光荣传统和水利工作

者、工程技术人员务实、负责、开拓进取的行业精神。志书不仅全面

系统地反映了12年间在水利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取得的成绩，而且

客观地反映了水利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失误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留

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对水利提出了新的更高

的要求，水利事业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当冷静地



序 一 2

回顾过去，以史为鉴，全面客观地分析现状，努力探索未来。要以人

为本，牢固地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加快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转变的

步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水利和小康社会的目标作出不懈努力。

牡謦
(邹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二o o五年五月三十日



序 二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与经济建设对水的需求使水资

源供需矛盾愈来愈突出，从而对水利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1991～

2 002年期间，邹城市水利工作紧紧围绕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可持

续利用，把人与水、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理性目标，转变传统的治水

思路，不断调整水利建设结构和措施，巩固和扩大水利产业基础，加

强对水利工程和水资源的管理，大力推广应用新的灌溉及信息技术，

依靠科技进步，推动水利建设的开展。12年间，邹城市人民和水利工

作者，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努力工作，不断开拓、探索，在探

索中求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使水利事业取得了新发展。

编纂《邹城市水利志(1991—2002年)》旨在全面客观地反映期间

水利事业发展的过程，弘扬人民群众改善生产条件，献身水利的精神，

系统的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探讨和掌握邹城水利的特点和规律，为

水利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同时，收集、积累了大量资料，为今后开

展水利工作提供方便。

在志书的编纂过程中，省、市有关部门的领导、专家以及关心水

利事业的老领导、老同志，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各镇街水利站和

工程管理单位的同志提供了大量资料，在此谨表谢忱。

鉴于编纂人员学识浅薄，加之受资料所限，志书中错讹不当之处

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吖，审筝
I

’

(邹城市水利局局长)

二o o五年五月三十日



凡 例

一、指导思想。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力求将志书达到思想性、

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编纂原则。遵循实事求是、述而不论、秉笔直书的原则，

力求突出时代特点、地方特点、专业特点。

三、时间断限。本志为《邹县水利志》的续编志，上限启于

1991年，下限断于2002年底。

四、内容范围。记述包括自然概貌、勘测设计科技教育、

防汛抗旱、河道治理、库塘建设、农村水利、水土保持、外经外

援项目、水利管理、水资源管理、水利经济、境外工程施工、党

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治水人物等方面的内容设置，力求客观

反映水利建设及发展实际。

五、体裁。以志为主，志、记、述、图、表、录相结合，采

用语体文记述体。

六、文字要求。各章节采用横排竖写，力求横不缺项、纵不

断线、简明扼要。章节之前设导言为章节概述，从简上溯以参照

连接。行文按《山东省新编各级地方志行文规定》编写。

七、常用计量单位按山东省水利厅2002年7月下发的规定

执行。

八、志书中高程均为黄海系列。

九、邹城市1992年10月撤县设市，2000年lO月市内区划

由乡、镇改为镇、街道办事处，志书均以事件发生时称谓，行文

中不再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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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城市抗早雅务莆理中心

Ⅲ#水庠管理耐职1‘培圳楼



血 孵。酉
幕 i：也0且粤?_嚣量&：_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