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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舌

黄河一一这条桀骜不训的大河，史为千古害河，它自金明昌五年(公

元一一九四年)始入中牟境以来，决溢多次，灾难重重．生息在中牟沿黄

一带的广大人民。为征服黄患同其进行数百年的斗争。留下了宝贵的治河

经验。

建国后三十多年来，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F，走人民治黄的道路，修

堤坝，建闸渠．淤背绿化．灌淤改土⋯⋯均有建树。不但避免了黄河决溢

而且流域面貌焕然一新，使黄河开始了为人民造福的新纪元。为给现在及

将来治黄事业提供有关资料使之流传，以利借鉴，我们根据中央、省市有

关编志工作精神，在河南黄河河务局、郑州黄河修防处、及中牟县志编．褰

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了《中牟黄河志》的编写工作。

编写过程中，曾先后有九名同志进行内查外调，座谈走访，觅阅史书，分

析整理。对本志十一章内咨及图、表分担编写，绘制，而后汇编整理成册。

在本志编写当中，曾得到了各级领导、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对

在编写中为我们提供资料的黄委会图书馆、中牟县地名办，总编室等单位

及有关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

由f我们缺乏经验，再加查阅史书、资料欠缺，其次运用马克思主义

观点分析、编写水平有限，书中难免会有不少缺点及错误，为此．诚请同志

们提出宝贵的意见与批评，以便纠正。进而使《中牟黄河。志》能够Et益完

善，为今后治黄提供借鉴。







中牟黄河段机关东院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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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牟黄河段机关西院夫门

’_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中牟黄河段党政领导成屏合影

由左至右：刘天才、郑卯辰、刘广云、李元杰、娄伯谦，吴立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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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事记弟一早 八甲-巴

本章是从79 1年(1l 94～19 85)，的黄河史中择录期间较大事件60余次，

集此大事记。它概括了黄河流经中牟后的历代迁徙、决溢、堵复、堤界与

堤防工程演变及建国后引黄工程的修建，特大水情、异常气候、重大抢险与

重要治黄措施的时间、概况等，试图作为本志的纲缆。

宋代：
’

绍熙五年(公元11 94年)黄河自阳武决口，北方汲县河道淤塞，河南

徙始入中牟境。

元代：

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十月黄河决中牟。

明代：

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七月黄河决中牟。

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秋黄河溢中牟。

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七月黄河溢中牟。
’

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九月黄河溢中牟。

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七月黄河溢中牟。

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黄河决淹朱固民田一百五十余顷。

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黄河北徙淹县城，坍塌圣水敏德、元敦、大

郭等里民田，二百七十顷五十六亩，县城西移今址。

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黄河决中牟。

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黄河决中牟。

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六月黄河溢中牟至县城。

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黄河决狼城岗。

崇正五年．(公元1632年)六月黄河决中牟县。

清代：

．7’．一



—————————————————————————————————————_____一

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黄河决中牟县。

。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六月黄河决黄练集淹没良田民房无算，县城

多处崩溃。
。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六月黄河决十里店、娄庄二处，九月，又决

杨桥，田禾无存。’

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九堡河工处民工潘作梅，不堪河官压迫率

众反抗，被清政府镇压。

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

里。

于现阎寨至朱固创筑临河堤一道长十一

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七月河决杨桥，清政府派大学士刘统动

来牟堵口(碑记现存郑州黄河展览馆。)

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牟境分汛为二，别以上下，裁阳武县丞

改为中牟上汛，兼管阳武南岸堤工。 ．

一 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中牟上汛，兼管阳武南岸之堤工正式改归

中牟上汛管理。

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将中牟上汛堤工，归并郑州下汛管理，谓

“郑中汛”。 ，

‘

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七月二十三日黄河决青谷堆七十余丈、二

十六日又决十里店五十五丈。

同年堵口后，于堤北创筑现孙庄东至三刘寨西临河堤一道长一千五百

丈。 ．

又创筑现朱固至青谷堆临河堤一道长一千七百三十三丈。7

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创筑现朱固村北临河堤一道长六百三十

七丈。 ，

同年又创筑原祥符上汛六堡至八堡外月堤一道长四百八十三丈。

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六月二十七日上游陕县出现三万六千秒

立米洪水，加之东北风大作，鼓浪南击九堡险工浪漫堤顶数尺，决口夺溜

成河，口门塌宽三百六十余丈。先后经两次堵口，于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

． 8 ‘



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日军进迫开封，蒋介石企图以水代兵，阻日

进犯。密令驻杨桥之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督兵在赵口扒堤三昼夜，于六月

二日扒开，但因水势冲刷力弱，堤岸塌坐壅塞而断流。六月下旬，由于河

势南滚加上涨水赵口口门出水以后逐渐扩大到二、三百米。郑州花园口于

九日八时许破开大堤洪水奔哮直泻东南，中牟首当其冲，深受其害。 ：

同年十二月目军在赵口堵复合龙蒋军所扒之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九五O年，中牟黄河修防段开始对大堤进行锥探工作。

一九五一年三月进行建国后第一次大复堤。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七日，花园口站流量二万二千三百秒立米，为建国

后最大洪水，中牟赵口水位高程八十八点二九米，高于一九三三年历史最。

高洪水位九公分。 一

一九五八年六月修建九堡引黄虹吸。
’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开封原管朱固至狼城岗(大堤桩号62+579～ ．

75+840)之堤正式划归中牟段管理。

一九六六年-'Yl十五．日至五月三日修建三刘寨引黄闸。

同年十二月中牟段开始“文化大革命"。建立了“文革小组”，红卫

·9·



兵组织。后又冲破“文革’’成屯“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及“二七”、

“八二四”战斗队。

一九六七年十月至六八年五月修建杨桥引黄虫T吸。

同年十二月中牟段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实行革命大联合．，，充一

J，m以

一九七O年一月五日至五月一日修建杨桥引黄闸。 、

一九七O年四月至十月，修建赵口引黄闸。

一九七二年修建三刘寨提灌站。

一九七三年牟境之堤(桩号70+250～75+S40)重又划归开封市处管

理。

一九七四年修建杨桥提灌站。

_二九七五年中牟县黄河修防段段部由辛寨迁万滩。 (现址)同年大复

堤时拆除九馒奸吸。

一九七四年春至七六年春进行第二次大复堤．共长三十五点三五公

里．并将杨桥原大堤北之临河堰改为临河大堤。

一九七五年始用吸泥船及泥浆泵淤背固堤。

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粉碎了王洪文张春

桥、江青、姚文远“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一九七七年八月八日花园口站洪峰流量一万零七百秒寺米．造成杨桥

及万滩二险工相继出险．县委率民工及中牟黄河段职工极力奋战化险为夷。

一九七九年改建杨桥引黄闸。

一九八O年中牟段，招收了新工人二百七十余人。

一九八一年十月至A．--年七月改建赵口引黄闸。

一九八一年五月拆除杨桥电T吸。

一九八三年七月。中牟段原属开封地区黄河修防处管辖．划归郑州市

黄河修防处管辖。

一九八三年九月堵复三刘寨引黄闸。．

同年同时拆除三刘寨提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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