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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年10月毛泽东主帝视察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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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鹏

黄河，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的衍源地。黄河与华

夏几千年的文明史密切相关，共同闻名于世界。

黄河自古以来，洪水灾害频繁。历代治河专家和广大人民，

在同黄河水患的长期斗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但是，由于受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一直未能

改变黄河严重为害的历史，丰富的水资源也得不到应有的开发利

用o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对治理黄河十分重

视o 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

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毛泽东、周恩来等老

一代领导人心系人民的安危祸福，对治黄事业非常关怀，亲自处

理了治理黄河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经过黄河流域亿万人民及水

利专家、技术人员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防治黄河水害、开发黄

河水利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黄河流域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治理和开发黄河，兴其利而除其害，是一项光荣伟大的事业，

也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治黄事业虽已取得

令人鼓舞的成就，但今后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黄河的治理开

发，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们需要继续作出艰苦

的努力。黄河水利委员会主编的《黄河志》，较详尽地反映了黄河

的基本状况，记载了治理黄河的斗争史，汇集了治黄的成果与经

验，不仅对认识黄河、治理开发黄河将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对我国

其他大江大河的治理也有借鉴意义。

1991年8月2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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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春云

黄河是我国的第二大河，黄河流域历来被誉为“中华民族的

摇篮"，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过巨大的贡献。而黄

河流域严峻、复杂的自然条件又制约了这条大河功能的充分发

挥。

黄河流经世界上最大的黄土高原，上中游北部又背靠大漠，

大部分处于干旱或半干旱地区，夏季多暴雨，水土流失严重。黄

河年均输沙量高达16亿吨，为世界河流之最。由于水少沙多，造

成了下游河道淤积，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地上“悬河"。历史上，黄

河频繁决口改道，给中华民族带来极其深重的灾难，黄河也因之

被称为“中国之忧患”。长期以来，黄河流域水旱灾害交相侵袭，

阻滞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治黄事业始于1946年冀鲁豫和渤

海解放区建立治黄机构，迄今已50年。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的亲切关怀下，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领导重视、支持和广大

治黄职工及沿河亿万人民的积极参与下，取得了黄河下游50年

伏秋大汛不决口的伟大胜利。防洪工程建设、水土保持、引黄灌

溉、供水和水电的兴办等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带来了

极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这些辉煌的治黄成就，

是前无古人的。

黄河既是“摇篮”，又为“祸患”的双重特性，反映了黄河问题

的复杂性和治黄的长期性、艰巨性。黄河的许多问题，还有待于

我们在实践中进一步研究。黄河的洪水泥沙尚未得到有效控制，



床继续淤积抬高，悬河形势将愈来愈严峻；黄河洪水仍然

的心腹之患；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开发利用还不

民经济发展的要求；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特别是多沙粗沙

理程度还很低，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严重。展望未来，黄

理开发任重而道远。

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大江大河的治理是水利建设

的重点。当前全社会的水利意识、防洪意识普遍增强，人民治黄

50年来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人们对黄河的认识也在

逐步深化提高，今后随着整个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科学

技术的进步，必将为我们按照自然、经济规律，全面治理开发黄

河，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我们相信，经过一代又一

代人长期不懈的努力，兴利除弊，黄河必将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

达作出更大贡献。

黄河水利委员会主编的《黄河流域综述》卷，在《黄河志》诸卷

中是一部综合性很强的志书。书中以大量翔实的资料，记述了黄

河的基本河情、黄河治理开发和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

状。该书的出版，对人们进一步了解黄河、研究黄河和治理开发

黄河，将发挥积极的作用o

1996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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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是我国第二条万里巨川，源远流长，历史悠久。黄河流域在100万

年以前，就有人类生息活动，是我国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黄河流域自然资源

丰富，黄河上游草原辽阔，中下游有广大的黄土高原和冲积大平原，是我国

农业发展的基地。沿河又有丰富的煤炭、石油、铝、铁等矿藏。长期以来，黄

河中下游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黄河哺育了中华民族的成长，

为我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黄河的

治理开发仍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黄河是世界上闻名的多沙河流，善淤善徙，它既是我国华北大平原的塑

造者，同时也给该地区人民造成巨大灾害。计自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中，黄

河下游有记载的决溢达一千余次，并有多次大改道。以孟津为顶点北到津

沽，南至江淮约25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均有黄河洪水泛滥的痕迹，被称

为“中国之忧患”。

自古以来，黄河的治理与国家的政治安定和经济盛衰紧密相关。为了

驯服黄河，除害兴利，远在四千多年前，就有大禹治洪水、疏九河、平息水患

的传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修筑堤防、引水灌

溉。历代治河名人、治河专家和广大人民在长期治河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并留下了许多治河典籍，为推动黄河的治理和治河技术的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

社会，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黄河失治，决溢频繁，虽然西方科学技术逐步引

进我国，许多著名水利专家也曾提出不少有创见的治河建议和主张，但由于

受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的限制，一直未能改变黄河为害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治黄事业，是从1946年开始的，在解放战争年

代渡过了艰难的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时代，人民治黄工作也进入了新纪元。中国共产党和

人民政府十分关怀治黄工作，1952年10月，毛泽东主席亲临黄河视察，发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