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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崖头水库小(一)型

青峰岭水电站



鱼1丽菥围髓-11l豳岫

浮来山扬水站

凤凰山扬水站

绪米机灌精



马坡机灌站

城阳镇机井房

青峰岭灌区



菖县行政隆鞘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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謦绉缸参弘裕鲁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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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县水利志》经过五年多的努力．现在出版了。它通过记述

两个多世纪来莒县人治水用水的史实，展示了人们由视水为害，消

极防治到视水为利。大力兴修的认识和实践过程，使我们深切地领

悟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和“水，乃生命之命脉"的真谛，为我

们今后更好地发展水利事业提供了不少值得借鉴的东西。它的出

版，是我县水利建设事业中的一件大事。

莒县，位于鲁东南、沂蒙山区东部，总面积l 9 52．4平方公里，

南北狭长，大致沿沭河及其支流分布。境内有主要河道26条，沭河

流域面积1 71 8．4平方公里。水资源1 0．87亿立方米，是世界人均占

水量的十二分之一，是全国人均占水量的三分之一。年平均降雨量

8 l 7毫米，是个贫水的县份。

四面环山的地理环境，使得莒县季节降水极不平衡，历史上多

次发生水灾和旱灾，人民饱尝旱涝之苦。历代人为治水找水付出了

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代价，但是由于受社会、历史兼件的制约，一

直收效甚微。到建国前，人们在水旱灾害面前仍然处于束手无策的

状态。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变更、广大劳动人民国

家主人翁地位的确立和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莒县的水利建设事

业出现了前所未有、蓬勃发展的可喜局面。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本着兴荆与除害并重的原则，我县持续多年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利建

设。经过四十年的努力，金县已初步形成了以大中型水利工程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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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当家水与自流水相结合，排灌系统比较完备的水利建设基本框

架，为莒县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由于种种原

因，莒县的水利建设也曾出现过脱离实际，片面追求形式，注重效

益不够和水利设施老化失修严重等问题。

党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县委、县府认真

总结前三十年水利建设事业的经验教训，面对农村普遍实行联产承

包责任制的新形势，适应快速、持续发展的工农业生产对于水利建

设的新要求，确定了谁投资、谁建设、谁受益的政策，使投资主

体、建设主体，受益主体得到了重大调整，出现了国家、集体、个

人一齐办水利的新局面。水利工程的管理，也实现了从集中管理虱

分级管理的转变，初步建立起一个由国家、集体、个人，权、责、利

密切结合的管理体制，形成了一整套上下衔接、相互配套的管理削

度，使水资源得到了较为合理的开发荆用。在实际工作中，坚持用

战略的眼光看待水利建设的总体效益，注重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并

举，正确处理了近期与长远、开源与节流，新建与配套、建设与管理

的关系，使莒县的水利建设走上了科学治水，依法管水的新路子。

这部水利志，是我县人民同大自然进行斗争的真实记录。莒县

从有记载的治水到现在已经二百多年了。在这漫长的治水过程中，

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采用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总

结历史，研究历史，把前人的经验教训变成我们的财富，以期在今

后圊大自然昀斗争中取得更多的主动和自由，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

责任，也是这部水利志所担负的重要任务。

为了把这部水利志编成一部完整、系统和思想性、科学性、资

料性相统一的水乔j志书，编写组的同志在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

本着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广征博采，



反复核实，辛勤劳动，经过五年多沟努力，终于将其编成出版。在

这里，我要感谢为本士J'。i：彦-j1电trl纂成书而废寝忘食、积极工作的同志们。

同时，向所有关心本志并为本志做出贡献曲专家、学着、领导和同

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帝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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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莒县水利志》的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

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科学方法，实

事求是，详今略古，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努

力突出地方特色和行业特点。志书上限起于17 3 o：}f-，下限断于1988

年，个另0章节有所突破。

一，内容

本志的总体设计是：概述和大事记冠于全志之首，附录殿后，

不加序号。事业主体部分共分十二章，即：水利自然条件，水利机

构．治涝防汛抗旱，水土保持．蓄水工程、农田灌溉工程。山区人

畜用水、水利管理．科技教育，水文与水利区划，其他，先进集体

模范个人等章，共42节。

二、体例

本志书横排门类，纵述历史与现状。记，志．图，表，录诸体

并用，以志为主。

三 文体

本志叙事时，将1949年l 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称

为建国前，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称为建国

后；中共莒县县委简称为县委；志书中出现的统计性数字，一律用

阿拉伯数码表示；计量以公制为基本单位；志书纪年，采用公元纪

午，历史纪年加注括弧内；志中所涉地名，其称谓按各个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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