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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大事记

一八四。年以前

西汉末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一一年)黄河次，使漯水，济水

泛滥，迳安民山东冲，我境屡决。须昌(东平故城)城垣淹没。

唐玄宗开元二十年(公元七三二年)秋，东平大水， 淹没民

田。

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八二四年)郓大水，坏城廓庐舍，田稼

略尽。

宋开宝四年(公元九七一年)六月河(黄河)及汶、清皆溢，

东平仓库民居俱坏。

宋真宗成平三年(公元一ooo年)河(黄河)块于郓州，城

址沦没，屋舍尽坏．
’

(以上均摘自旧《东平县志》) ，

明朝永乐九年(公元一四一一年)，始建戴村坝，由宋礼、金

纯督筑，横截汶水，改向南开水道，至南旺村附近注入运河，以增

加运河水量，利于当时之水运，南旺分水的比例，号称北七南三。+

(摘自《中国历代水利简介》)

明世宗嘉靖三十三年(公元一五五三年．)，东平大饥，死者相

忱籍，行旅不通。
‘‘+

(摘自旧《东平县志》)。

清康熙五十五年(公元一七二六年)夏、j东平大雨，平地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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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尺，湖地五、七尺，麦多腐臭，秋禾尽没，民舍倾坍者无

数。

(摘自旧《东平县志》)

一八四O年一一九一一年

清咸丰五年(公元一八五五年)河(黄河)决兰考铜瓦镇，夺

大清河道入海，东平水患愈频。

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夏，黄、清两河皆决口，

没田庐、浸城舍、坏城垣庐舍数月不涸，为数十年所未有之巨灾．

(摘自旧《东平县志》)

一九一一年一一九四九年

民国十三年(公元一九二四年)秋八月河决黄花寺，县境西南

各村庄秋禾尽被淹没。

(摘自旧《东平县志》)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年)秋河决，灌入县境四乡，省

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列东平为第一等灾区．

(摘自旧《东平县志》)

民国二十七年(公元一九三八年)河决，洪水漫禾庐，困东平

城。

(摘自旧《东平县志》)

民国三十二年(公元一九四三年)大旱，秋禾枯死，又蝗灾，

民变产渡荒，或卖儿女，或冻馁死亡。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旧临黄堤在刘庄决口，六、七区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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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左右。境内汶、清河东西贯穿，东北部汇河、金线河南北纵列，

并有十五条小河道分布于金县。大清河以北属黄河流域，以南属淮

河流域，多为季节性排洪河道。整个地形东北高，西南低，属汶河

下游，西靠安山湖(现在的东平湖)。多年平均降雨量六百五十毫米，

多年平均蒸发量一千三百九十毫米，多年平均迳流深九十毫米、最

高气温摄氏三十九点五度，最低气温摄氏零下十七点八度、最大风

速每秒十七米，最大平均冻土深零点二四米，最小平均冻土深零点

零九米，初霜期十月二十五号前后，终霜期三月底前后，无霜期二百

三十天。大清河一九一八年最大洪峰流量九千四百五十秒立米。(近

期详见水文部分)。由于降雨，每年多集中在七、八、九月份、故

北部山丘地区经常发生旱灾、南部平原洼地又常年积涝成灾、因而

历年培修湖、河堤防工程，防洪排涝任务很大，特别是稻屯洼、东

平湖蓄洪区，汛期移民搬迁安置任务更为艰巨．过去每年既有洪涝

灾害，又有旱灾的严重威胁，这就是东平的自然特点。

第二节水旱灾害

在旧社会，由于统治阶级的黑暗腐败，不关心人民的疾苦，水

旱灾害频繁，河道泛滥到处决口，旱时打赤地千里，饿殍遍野”，

涝时。大水伤稼，民以无食"，给全县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多年

流传着“东平州，十年九不收’’的说法。据《东原考古录》、《东

平州志》、旧《东平县志》记载：东平水患由来已久：夏禹治水

后，历一千六百余年，水复为患。西汉末年，漯水、济水泛滥，迳

安民山东冲，我境屡决．须昌城垣淹没．

清咸丰五年(公元一八五五年)河决铜瓦厢，东平田庐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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