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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是著名的“孔孟之乡”，享有“运河之都”的美誉。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孕育

滋养了勤劳善良的济宁人民，也造就了济宁这座古城。济宁航运是以运河航运为基础逐步

发展起来的。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运河航运的兴衰与济宁的发展休戚相关。运河的

开通为济宁提供了开放和交流的大通道，明清两代运河繁荣时期，济宁被称为“江北苏州”，

“南通江淮，北达幽燕”，“南引吴、楚、闽、越之饶，北壮畿辅咽喉之势”，经济空前繁荣。

特别是济宁位于京杭大运河的中段，元、明、清三代均将漕运衙门设于济宁。1 8 5 5年，黄

河改道北徒成为运河航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尤其是清政府废弃漕运后，运河航运业逐步

萎缩，沿运河城镇经济也日渐萧条，“运河之都”济宁当然也不能例外。

新中国成立后，济宁历届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航运业的发展，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

财力，建设了一系列水运基础设施，全市航运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和利用。京杭运河三级航

道全线贯通，韩庄二线船闸、白马河航道和航标日臻完善，济宁、泗河口、微山、太平、留

庄等五大港口投入运营。目前，全市通航里程11 0 0公里，港口作业区8 0余处，设计年吞吐

能力2000多万吨，拥有各类运输船舶近万艘，l 80万载重吨，年完成水路运输货运量l 500万

吨，全市已经形成集船舶运输、物资营销、港口装卸、船舶制造、海事船检、水上交通稽

查和航政、运政管理于一体的综合航运体系，航运业已成为我市重要产业之一。航运业的

发展同时也带动了短途运输、机械制造、餐饮服务等其他行业的发展，在服务人民群众、弘

扬传统文化、提升城市品位、壮大地方经济实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盛世修志，传承文明。为进一步宣传济宁航运，总结历史经验，推动我市航运事业更快

更好地发展，济宁市航运局史志工作者广泛征集资料，反复审核修改，本着与时俱进、实

事求是的精神，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高质量地完成了《济宁航运志))的

编纂工作。全书存真求实，体例严谨，思路清晰，特色鲜明，图文并茂，寓史实性、资料

性、知识性、思想性于一体，对我市改革开放以来航运业的创新实践、工作成绩和经验教

训进行了全面科学的总结。《济宁航运志》的出版，不仅可以使我们更为详实、系统地了解

济宁航运的发展史，同时，对于促进我市航运业健康快速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

意义。

《济宁航运志》是我市有史以来第一部航运专志。在此书的编纂过程中，省交通厅、省

厅港航局、市政府史志办给予了积极指导，有关部门和许多老同志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

从事编纂工作的同志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具体工作。在此，谨向关心支持航运志编纂工作

的各级领导、有关部门以及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以史为鉴，共创未来。希望全市航运系统广大干部职工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努力开创航运工作新局面，为

建设经济强市、文化名市和组群结构大城市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济宁市副市长魏玉东
二oo五年十--)q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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