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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地区黄河志》的出版问世，是值得庆贺的事。编者邀我为志书作

序，盛意难却。。

聊城地区处于黄河下游冲积平原。历史上黄河决溢频繁，给下游人民带

来过深重灾难，聊城地区人民也深受其害。从一九四六年起，解放战争时期，

冀鲁豫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反蒋治黄"斗争，在极其

艰苦的条件下，修复了堤防险工，战胜了黄河归故后的几次大水，保卫了解

放区人民的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河进入全面治理和开发的新阶

段。聊城地区人民遵循“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的总方针，开展了

大规模的治黄工作，培修堤防，强化险工，整治河道，组织强大的人防队伍，

战胜了历年洪水，特别是战胜一九五八年黄河发生的人民治黄以来的最大洪

水，取得了四十多年伏秋大汛不决口的伟大胜利。在解除水患的同时，积极

发展引黄兴利事业，抗旱灌溉，农业连续丰收；黄河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为

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振兴聊城经济发挥了重大作用。黄河治理虽已取得巨大成

就，但黄河的洪水泥沙尚未完全控制，治好黄河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聊城地区黄河志》的编纂，经过地区黄河河务局领导和修志人员，从搜

集资料到编辑成书，‘历经六年辛勤工作。这部新的黄河志，以丰富翔实的资

料，系统全面地记述了聊城地区黄河治理的历史与现状，特别是详尽而客观

的反映了建国四十多年来黄河防洪和引黄兴利的巨大成就及其丰富经验，是

有鲜明时代特点的一部黄河志，它不仅为今后研究黄河、治理与开发黄河发

挥作用，并将为“存史’’、“教化片、“资治"发挥其社会效益。

朱永顺

1992年1月20日

盘嘎o■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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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 《聊城地区黄河志》是社会主义时期第一部记述聊城地

区黄河治理的专业志。本志编写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聊城地区黄河治理的历史

与现状，力求反映事物规律，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以更好

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编纂原则 本志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

定》和中国江河水利志研究会《江河水利志编写工作试行规定》的要求编写。

坚持“统合古今，详今略古"和“存真求实"的原则。记述有关政治历史问

题，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如实地、

科学地记述事物，突出聊城地区黄河治理的特点，充分反映建国以来聊城地

区黄河治理的伟大成就，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三、编纂体例本志以志为主，辅以述、记、传、考、图、表、录、照

片等。本着继承和创新的精神，采用按治黄专业横排门类、事以类从、纵述

始末，兼有纵横结合的编排。层次结构设篇、章、节三级，标明题目，依次

统辖，以下层次用一、(一)、1、(1)序号表示。‘

四、记述断限本志记述上限取自1855年黄河铜瓦厢决口改道夺大清河

从山东利津入海起，个别情况为阐明历史演变过程适当上溯。下限一般断至

1985年，“大事记"下延至1990年。

五、篇目设置本志除综述、大事记、附录外，设6篇17章42节。首

列综述，为全志之纲，提纲挈领，鸟瞰全貌，突出聊城地区黄河特点和治理

成就，以下按专业分篇为：概况、防洪工程、防汛、兴利、管理、机构人物

等篇。篇末设大事记和附录。各篇开首设简短的无题前言，概要介绍本篇主

要内容。大事记为编年体，不分章节，以时为序按条目记述，个别事件采用

记事本末体以便说明原尾。 ．

．

六、行文规范本志行文一律用语体文、记述体，语法、修辞、标点符

号按现代汉语规范。凡入志资料都认真鉴别、考核，达到翔实可靠。引用历

史资料及原文都加引号并注明出处及注释。纪年时间，1946年以前依当时的



凡 例

历史年号，并用括号注明公元纪年；1946年以后用公元纪年。夏历的年月日

和清代以前的历史纪年，用汉字书写；公历的世纪、年代、年月日，民国纪

年，均用阿拉伯数字。计量单位，采用全国通行的公制和允许暂保留的市制

单位。历史上使用的旧计量单位则照实记载。

七、编审程序 本志按照循序渐进的编纂方法，自1983年开始征集资

料，在整理鉴别资料的基础上，于1986年编写出《聊城地区黄河志·资料长

编》，广泛征求意见。1989年在资料长编的基础上加工修改，至1990年6月

编写出《聊城地区黄河志》初稿，经过评审并进行深加工。经初审、复审后，

1992年12月由聊城地区黄河志编委会审定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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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是我国第二大河，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和文化发祥地，为祖

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黄河在历史上又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

洪水灾害频繁，被称为“中国之忧患"。

聊城地区位于黄河下游。现行河道是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

兰阳铜瓦厢决口改道夺大清河入海后形成的。黄河流经聊城地区阳谷、东阿

两县的7个乡(镇)，河长59．5l公里。下游的主要支流金堤河由莘县高堤口

入境，流经莘县、阳谷两县的10个乡(镇)，河长80．8公里，至张庄闸汇入

黄河。北金堤以南至临黄堤之间系北金堤滞洪区。沿河(黄河、金堤河)3县

人口178．64万，耕地306．37万亩，土地肥沃，交通发达，黄河水沙资源丰

沛，具有发展工农业生产的优越条件，在聊城地区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聊城地区黄河处于山东窄河段的上端，其特点是：一、河道窄狭，属弯

曲性河段。右岸为梁山、平阴、长清县中低山区，紧临山岭，无堤防，左岸除鱼

山、艾山两座山头长1340米外，为临黄大堤束范洪水。主河槽宽300"--"1000米，

艾山卡口河宽仅275米。险工、控导工程制约了河道的摆动范围，河槽比较稳

定。该河段由于窄狭弯曲，河道排洪能力仅为高村附近河段的一半，是防

洪防凌的重点河段。二、黄河水少沙多，含沙量大，境内艾山站多年平均水

量约438亿立方米，沙量10．76亿吨，平均含沙量24．4公斤每立方米。水沙

年际年内丰枯变化很大。水沙不适应，输沙能力不足，泥沙沿程淤积，河床

逐年抬高，形成“地上悬河"，现河床滩面已高出背河地面3～5米，仍在逐年淤

积升高，是黄河难治防洪艰巨的根本所在。三、地理位置重要。所辖堤防是

华北平原的门户，一旦失事，严重危及京津以南广大地区的安全。同时，地

处北金堤滞洪区的下端，承担黄河防洪和北金堤滞洪防守的双重任务。金堤

河纵穿北金堤滞洪区，由于黄河河道逐年淤积升高，排水入黄日益困难，加

重了北金堤的防洪负担。四、黄河流经聊城地区东南部，引水便利，开发利

用黄河水资源，弥补当地水资源的不足，为加速发展工农业生产，振兴聊城

地区经济有着重大作用。

黄河改行现河道之初，因清朝忙于用兵镇压农民起义，同时对堵口归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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