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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t在举国上下编修新方志的盛世中，《昌邑县水利志》经过编志人

员四个春秋的辛勤劳动，正式出版发行了。它不仅编纂了昌邑县地方

水利的历史和现代_72程技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历史借

鉴和依据，而且为后代留下一部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历史遗产。

水利事业的发展史，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象征，开发

水利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自古以来，生活在昌邑土地上的劳动

人民，为引水灌溉，抗御水旱灾害，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建国以

后，昌邑县人民在中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地开

展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为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以及抗御自

然灾害，做出了卓越成兢。

为了探讨水利科学和人类治水活动规律，总结历史经验和教

训，为四化建设和后人提供历史借鉴，在县政府正确领导下，在史

志部门的指导帮助下，我们以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写成昌邑

县绝无仅有的第一部水利专志，以期资治当今，惠及后世。

志书共分14章36节。为适应各项水利建设的需要，编入了与水

利建设有密切关系的地理概况、气候特征、水利资源等。志书记

述了清代末期，中华民国时期水旱灾害给广大劳动人民所带来的危

害和苦痛。主要内容记叙建国后三十六年来水利事业的巨大变化和

发展、为了较好地阐明以上内容，并力求文字简练，内容活泼，使其



具有真实性和实用性，便于以后使用查阅。另外，还做了插图和附

表。全志共十二万字。

在这次水利志编写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潍坊市水利部门、县

档案局的大力支持，提供了详尽资料，协助查实并提出了宝贵的意

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水利建设涉及范围很广，编写入员虽作了很大的努力，但

终因我们思想、业务水平不高，经验不足，缺点错误之处在所难

免，敬希上级领导及查阅者批评指正． ，

孑显乏
一九八六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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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曷局长、副局长、调研员

水利局负责同志与水利局离、退休老干部

共商水利志时的合影



芾巾球幂世．确蚯察吊



水利局机关

水利局办公楼



柳青输水工程管理所



东扶扬水站

水利局中台仓库



水利局宿舍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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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事记

清道光二十五年(1 8 4 5)年

春，特大潮灾，沿海一带，颗粒无收。缓征寿光、海丰、利

津、沾化、乐安、潍县、昌邑等七县钱粮。

清光绪=年(1 8 7 2年)

春，特大早。五月二十三日始降雨，谷豆同播。

清光绪五年(1 8 7 9年)

一月七日大海潮，沿海农田被淹，草禾尽死。

清光绪七年(1 8 8 1年)

闰七月，潍河决口数处，淹没田舍。莱州府拨款，修堤一文给

白银一两，计领银3602．6两，各社重修河堤数处。

清光绪十八年(1 8 9 2年)

十月五日，狂风暴雨，继而海潮。沿海农田民舍遭到严重洗

劫，灾情甚重。

中华民国元年(1 9 1 2年)

七月，潍河吴家漫决口，水急量大，黑埠至辛庄河沙淤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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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龙池一带，民房倒塌无数，高梁、谷子淤地而毁。

中华民国三年(1 9 1 4年)

七月十五日、二十日，潍河吴家漫连续决口，民房倒塌，庄稼

淹没。据洪水调查推算，此年潍河洪峰流量1 1800立米／秒，为历

史最高水位。

中华民国九年(1 9 2 0年)

七月，潍河决口，冲走了姜家寨半个村。

中华民国+八年(1 9 2 9年)

夏旱，秋大涝，麦苗枯死过半，粮米昂贵，饥民四散，逃荒谋生。

中华民国二十年(1 9 3 1年)

七月，潍河决口，下游地区百姓财产遭到很大损失。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1 9 3 9年)

七月十六日晚，狂风暴雨从西北而来，一夜未停，损坏树木，推

毁房屋无数。翌日大海潮，潮水侵入内地35公里，农田淹没，庄稼

绝产。北部灶户，王家庄子一带灾情甚重。灶户村250户，半数流

离失所，乞讨在外，王家庄子下“关东”的82户，卖儿卖女者9户

计11人，上吊、饿死11人。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