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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茌平县水利志》，是一部具有特定内容的专业志。它将多年来

的治水活动，水旱灾害，水文地质，水资源等资料，经过筛选整理，

审核校正，科学分类，汇集成册。它可直接为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服

务。

这本资料，是由几位“老水利’’和技术人员共同编写的。因此，

它的资料性、准确性和实践价值，重于理论探索。：通过对大量资料的

整理、编辑，揭示了茌平县旱涝灾害频繁的原因及规律，反映了人民

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勇气和业绩。同时提供了

大量的资料，数据、依据。企望在提高干部，职工的专业知识、业务

素质方面有所帮助，对今后研究．．制订、论证，决策水利规划方面，

’有一定借鉴作用。

在编写方法上，我们遵照修志的有关规定，吸收了兄弟县市水利

志的长处，并作了一些改革与尝试，试图以较好的形式反映本志的内

容。

在编写过程中，多次得到上级主管部门和业务部门的指导帮助。

得到多年从事水利工作的老领导、老同志的热情支持，并提供了宝贵

资料。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史志知识浅薄，加之人员不足，资料缺乏，

文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茌平县水利志》编纂组

：1987年11月1 5日



序
《茌平县水利志》的成书，是水利战线上的一件大事，值得高兴；

热情祝贺。我虽做过水利工作，但要作序，实不胜任。盛情难却，尽

力而为，也难能言必有中。

．
志者，记也。在中国历史上，记述有关治水的文献，收藏较多，

涉及广泛。历代治水名人，数不胜数，而其业绩，更为辉煌。如夏朝

大禹，战国李冰，秦朝史禄兴，东汉王景，南北朝郦道元，元朝郭守

敬，清朝陈潢等，千百年来为劳动人民所颂扬。他们在治水上，实践

了凿、蓄、束、泄、分、合工程。其中都江堰、京杭大运河、灵渠，

闻名遐迩。我们秉承古业，继续治水，今乘盛世，又在修志。这是历
、

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时代赋予的任务，义不容辞。

茌平县历史悠久。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出现了原始

农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水利工程随着农业的发展而发展。虽

然如此，但，历史上水系紊乱，灾害频繁。旧县志中， “禾稼荡然"，

“赤地千里"， “哀鸿遍野矽， “野有饿殍刀等令人触目惊心的惨

象，多处所见。1937年洪水漫境，漂没田庐；1943年大旱无麦，百姓

流离，卖儿鬻女。健在的长者，至今记忆犹新，慨叹不已。劳动人民

不罹于旱即苦于涝，对其处境，笃信于命，祈求于天。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视水利为农业的命脉，为防治水患，开

发水资源，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茌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扬艰

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大搞水利。治理河道，改造涝洼，发展机

井，开辟引黄。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基本达到了遇旱有水，遇涝能

排，大旱酿不成大歉，重涝造不成重灾。自然面貌和生产条件发生了

很大变化。没有党的领导，没有群策群力、众志成城的奋斗，难有今

弓。



天的环境。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水利事业锐意改革，不

断探索。在工程管理，配套挖潜，提高效益等方面，迈出了新步伐，

取得新成绩，为农、林j工、副各必稳定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茌平县水利志》，指导思想明确，时代特点显明，地方特点与

业务特点突出，篇目设计合理。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三者于一

体，且做到了“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石角乎能起“存史，资政，教

育"的作用。编纂者从实际出发，’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系统的记载了

茌平县水利事业的发展历程及经验教训：它的成书，为今后的水利建

设提供了可资征信的依据；在当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中，必将起到重要作用。

王 传 斌

1987年11月5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茌平县水利志》，经过三年多的工作，编纂成书了。这在水利

建设上来说是一件大事。这本书比较系统的记述了茌平县的自然概

况，古今治水活动，水旱灾害等内容。特别对建国后水利建设的起伏

兴衰，经验教训，都作了客观的反映。在新时期，用新思想、新观

点、新方法，编写这样一本专业志，对今后水利工作大有裨益。我作

为一个多年从事水利工作的干部，参与修志工作，如愿以偿，倍感欣

慰。

几十年来，在水利战线上工作的广大干部、职工，兢兢业业J，努

力工作。勘察设计，不顾严寒酷暑；抗洪抢险，个个挺身而出；战胜

干旱，不分昼夜拼搏。全县每个村镇，每条沟河都留下他们的足迹。

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投入了巨大的人：财、物力，战斗在各个

工地，完成了数以亿计的土石方工程。经过金县人民的共同努力，‘自

然面貌，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的干旱薄地，变成了旱涝

保收高产稳产田，弃置荒芜的碱洼，变成了生产粮棉的基地。总之，

三十多年的水利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展望未来，前景光明。如何使现有的工程设施发挥更大作用，为

振兴茌平经济服务，借此赘述数语，仅供参考。

一、合理利用水资源。我县有近万眼机井，又有引黄条件，只要

加强管理，合理调配，坚持两水并用，在一般旱情年份，能立于不败

之地。

二、开源节流，发展节水型产业．。髓着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

工、农，副业和人民生活用水，将会大幅度增加。水资源有限，要树

沙



立节约用水，计划用水，合理用水的指导思想。目前，防止水资源污

染，已成为当务之急，各级领导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对现有水利工程设施，要加强管理和维修。以法治水，从组

织上，措施上保证工程运转灵活，配套完善，使效益逐年增加。

四’利用坑塘，水库，洼地、河道，有计划的蓄水，既可直接发

挥灌溉作用，又有利于水产养殖，发展多种经营，同时能改善环境，
补充日趋减少的地下水资源。

‘

索 兴 廉

1987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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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

·《茌平县水利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本着“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立足当

代，实事求是"的原则，以科学的态度，反映治水活动的历史和现状，

为茌平县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一、内
‘ 容

1．本志包括：卷首大事记、正文、卷末附录三部分。共18万字。

上限因事而异，相对断代；下限断于1985年。

2．卷首大事记。按年代简要记述水旱灾害、治水活动、方针政

策、机构沿草等重大事件；为志之经，贯通全书。

3．正文13章。即：概述、水资源、水旱灾害、河流、引黄、农

田水利、桥涵闸、施工、管理，抗旱防汛、其他、财务、机构。共70

节．122目o

4．凡正文中不宜编入而又有参考价值的资料，收入附录。包括

文存、轶事、气象谚语和诗歌选辑。

二、体 例

5．本志采用记事本末体，以志为主，志中存史。按门类属别分

章、设节，横排纵述，有机结合。掌握不缺项、不断线，文不重出。

除引用历史资料外，一律用语体文记述。

6．为简略文字、节省篇幅，直观醒目，查阅方便，随文附以必

要的图，表o



兰、资 料

7．建国前的资料。主要依据《茌平县志》、《聊城地区历代旱

涝灾情史料汇编》、抄录水利厅史志办资料室的有关资料，以及座谈

采访记录o

8．建国后的资料。主要依据县档案馆所存档案，县统计部门年

报统计，本局技术档案，各科室提供，实地调查和座谈回忆，力求完

备翔实。

四、编 写 方 法

9．在熟悉资料的基础上，整理分类，经人证、物证、书证、理

证予以鉴别核实。根据事物本质、资料价值，决定取舍。经过筛选，

组织长编，进而试写。完成一章，讨论一章，修改后形成初稿。再征

求意见，修改补充。

1 o．参照志书格式，在内容上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力求思

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1 I．对治水活动、水旱灾害、记而不议，述而不论。引用文原则

不变，以如实反映时代背景，讳忌大话、空话、套话。·

12．关于经验教训的写法。原则掌握寓事物的发展起伏之中，必

要处以实践结果作概括。

13．关于人物的写法。采取以事系人，人从事需的方式，不唯上、

不唯名、不唯资，避免见物不见人，或陷于请托。

14．用字．．词语、名称、术语、称谓、时间、单位、数字、图表

等，根据地方志的行文规定和山东水利志编纂工作试行规定书写；并

力求合乎志书规范。

15．书中地名。除古地名作注释外，其余的均按当时区划名称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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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明·景泰七年(1456年)三月，黄河溢。

天启元年(1621年)大旱，树头生火，百叶零落，至七月始

雨。

清·顺治六年(1649年)五月，黄河决，七年又决，十一年≤1 6

54年)再决，村墟漂没，遍野行舟。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霪雨两月，墙屋倾倒无数。
一

嘉庆十六年(1811年)春，大旱，秋禾被虫残食。

道光二十年(1840年)，博平等二十县早。

咸丰元年(1851年)，黄河决，邑南大水，秋稼漂没。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二十四日，黄河决于东阿香山

之南，茌平适当其冲，水汹涌，高埠处水深数尺，南北官道以东尽成

泽国，庐室财产漂没殆尽。 =’

：． 宣统三年(1911年)，是年腊月除日至夜大雪，深四、五尺。

初夏，冻麦受损。 ，， ，“

中华民国九年(1920年)，大旱无麦。

十年(1 921年)，大雨，全邑几成泽国。

十八年(1929年)秋，大雨，茌城房舍损坏极多。．

二十年(1931年)，县长刘文运请准挑挖徒骇河，疏浚湄河；

二十一年挑挖新河，管氏河；二十二年挑挖普济沟；二十三年挑挖泥

冯渠、姜管渠；二十四年(1935年)县长牛占诚疏浚冯氏河；同年春

至夏，、异旱，六月二十三日，雨雹，大风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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