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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周公河，每一个生活在聊城的
人应该都不陌生，但要说起“周公河”这
个名字的由来，有些人可能不知道。6月
3日，聊城市博物馆馆长袁保明介绍了周
公河名字的来历。

聊城被誉为“江北水城·两河明
珠”，是一座极具魅力的城市，流域面积
在 30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 23 条，其
中 100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 3 条。仅
聊城市区，湖、河水域面积就多达 13 平
方公里。

市区东侧的徒骇河，是构成聊城水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是条行洪河，
现已成为储水百万余立方米的景观
河。周公河位于市区西北部，系徒骇河
的一级支流，是市区主要的行洪除涝河
道之一。

周公河干流发源于东昌府区侯营镇
陈泓村北，流经东昌府区、度假区、开发
区3个区，在开发区北城街道刘刚村东北
部流入徒骇河，河道长度为25公里。

那么，“周公河”这个名字是怎么来
的呢？目前存放于聊城市博物馆（山陕
会馆）内的一块石碑可以“回答”这个问
题。

袁保明介绍，2023年年底，东昌府区
新区街道八里庄村村民刘士民找到聊城
市博物馆工作人员，说要捐献家里存放
的一块石碑。工作人员立即前往刘士民
家中察看，并将石碑运回聊城市博物
馆。随后，他带领博物馆工作人员对碑

文内容进行了仔细研究。
碑身上方刻有“放水定章”四个大

字。袁保明对记者说，这块石碑刻于民
国十四年，也就是 1925 年，现在已经 99
年了。经过初步确认，碑文记录的是“聊
城县新开周公河工程记”，即周公河开凿
的始末。可以说，这块石碑揭开了周公
河的“秘密”。

袁保明对碑文进行了解读。1921
年，洪水淹没白家洼（现在的东昌府区嘉
明经济开发区白洼村附近）周边区域，百
姓出行受阻，耕种非常困难。为解决白

家洼内涝问题，1922年，时任东临道尹周
树标（聊城是山东省东临道公署所在地，
道尹是统辖东临道29个县的最高长官）
等人倡修排水河渠，由白家洼至徒骇
河。工程完工后，为纪念周树标，定名为

“周公河”。
该石碑高 185 厘米、宽 72 厘米、厚

15厘米，共计1575个字。对照石碑上的
文字，袁保明介绍，为保障河道运转，当
时还约定了七条“放水章程”刻于碑上，
主要内容包括十里堡穿运暗沟闸板、徒
骇河刘庄各闸启闭章程以及周公河管

理方法等。碑文中还记载了当时参与
周公河开挖工程派工的 103 个村庄，有
的村庄名字延续至今，有的已经不复存
在，这对于研究聊城地方历史具有重要
参考价值。

袁保明表示，聊城市博物馆（山陕
会馆）对这块镌刻着周公河“身世”的石
碑非常重视，经研究，计划重新制作碑
座，在馆内碑廊对石碑进行保护性展
示。届时，广大市民游客可与这块石碑

“对话”，进而加深对聊城这座城市的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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