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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58年3月 29 日，毛泽东乘

"江峡轮"巡视荆江大堤，并听

取中共荆州地委第二书记陈明

(右一)的汇报，详细询问荆江

堤防情况

电

1 9 5 8年2月 28 日，周恩来在

李富春、李先念及长办林一山

(左一)等陪同下，乘"江峡

轮"从武汉溯江而上，抵达江

陵郝穴后， 冒雪视察荆江大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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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5月，董必武在湖北省省长张体学等陪同下视察荆江分洪工程及开IJ

江大堤

F「
1980年7月，邓小平在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至显陪同下考察三峡时，

详细了解荆江防洪问题



i 
1 988年4月 26 日，李先念视察荆江大堤

、‘自

1 988年 10月，杨尚昆视察开IJ江大堤观音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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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瞰荆江大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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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江分洪工程进洪闸一一北闸

荆江分洪工程节制闸一一南闸



堤防管养组一一荆江大堤闵家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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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防拦车卡

砂石料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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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荆江地处长江中游，上起湖北枝城，下迄湖南城陵矶，全长

347 千米。长江枝城以上河道为诸山所束 ， 水流瑞急。奔腾的江水劈开群山，以汹涌澎

湃之势直泻荆江一一一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 流"，山原分野，江宽水阔，流速减缓，

江洪滞流 ;至下荆江，河道九曲回肠 ， 泥沙淤积，河床抬高 。 汛期水位超出堤内地面数

米乃至十几米，遥观江轮犹航行楼顶，江堤危如累卵 。 堤后是沃野千里的江汉平原 、 洞

庭湖平原，民居稠密，城镇棋布，物华天宝，财源丰茂。荆江孕育了光辉灿烂的荆楚文

化，成为哺育两湖人民的"母亲河"，同时荆江水患也给两岸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治理

荆江 、 平波安澜成为两岸人民世世代代的企盼。

自荆江形成统一河床后，两岸人民 为发展农业生产 ，开始修筑堤境，束水归潜，著

名的荆江大堤，肇于晋，扩于宋，连于 明，固于今，已有 1600 余年历史。新 中国成立

以前，历代统治者视民生如草芥 ， 敷衍水务，疏于河工 ， 致使荆江堤防千疮百孔，度汛

堪忧。特别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吏治腐败，战乱频仍，政府官员视岁修为"肥缺 "， 以

治水为名中饱私囊 ， 造成"官肥堤瘦" 。 民国时期荆江洪灾发生频率和灾害损失居历朝

历代之最，常现两年一溃或 一年一溃 ，甚至出 现一年两渍或多溃的灭顶之灾。 1935 年水

灾，江湖难辨，水天一色，云水相连，江汉平原千里黄涛 ， 良田禾稼尽沉波底，庐舍家

财倾毁一空，人丁六畜随水漂流 ， 民众不溺毙于水者，亦多困亡于饥，竟至有"人剖人

而食"的惨剧 ，"长叹息以掩涕兮 ， 哀民生之多艰"。

新 中 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民造福 ， 领导荆江两岸人民学大禹治水 ， 效愚公移山，

风餐露宿，披星戴月，肩挑背扛 ， 垒土筑堤，抵御洪水。为保荆江大堤安全， 19 52 年，

中央人民政府直接指挥，集 30 余万军民 ，以 75 天时间建成宏大的荆江分洪工程 ， 成功

抗御 1954 年特大洪水 。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党和政府继续加固荆江大堤，提高防洪标

准 ;对下荆江蜿蜒的河道实施裁弯取直，使荆江行洪通畅 ; 修建洪湖分蓄洪工程，扩 大

分洪量，缓解防洪压力。改革开放后，为增强荆江地区防御特大洪水灾害的综合能力，

党和政府继续加强荆江堤防建设 、 长江支流水利工程建设 、 生态环境建设、分蓄洪区安

全设施建设和农田水利配套体系建设 。 1998 年长江全流域大洪水之后 ， 国家斥巨资对荆

江堤防工程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加固整治，堤防抗洪能力显著增强。与此同时 ， 党和政府

以 伟大的 气魄，兴建了规模巨大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高峡 出 平湖 "， 极大增强了

荆江的抗洪能力。

我生长并长期工作于荆州水乡， 1983-1 993 年任荆州地委领导职务达十年之久，与

荆州和荆江防汛抗洪结下不解之缘，荆江防洪保安总让我"如履薄冰 、 如临深渊"，不



敢丝毫懈怠 。每年冬春岁修，到施工现场与干部、群众一起研究工程建设 ; 每年汛期，

领导班子成员和我都要到防汛抗洪第一线 ，与干部群众 一起战斗。到省里 工作后， 负责

农业和水利工作，更加关注荆江防汛抗洪和堤防建设 ， 特别是 1998 年汛 期 ，我协助省

委 主要领导指挥抗洪 ， 那些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让我刻 骨铭 心。

如今，荆江堤防已成为一道坚固的防洪屏障，同时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特别是

荆江大堤被誉为" 中 华第 一 堤 "， 三峡 工程防 洪效益 十分明显。这些浩大工程的建设，

充分体现了 中 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 充分体现了 中华民族和 中 国人

民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 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巨大优越性。

如今，荆江抗洪能力显著增强 ， 但河道安全泄量与 上游 巨大来量不相适应的根本矛

盾仍然存在， 1870 年长江枝城流量约 11 万立方米每秒 ，而 1998 年只有 6. 88 万 多 立方

米每秒，远未达到 历史最大流量 。 而且，荆江防洪设施隐患尚存，特别是河床深切、崩

岸增多的新险令人担忧 。 我辈应以古为鉴 ， 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 常备不懈。必须加强

堤防工程科学管理，科学调度三峡水库的水量 ， 实行分蓄洪工程合理调蓄 ，采取有力的

综合措施 ，确保荆江安澜，永远造福人民。

盛世传志，志传盛世。荆州长江河道人凝聚心血与汗水，春秋几度， 数易其稿 ，编

篡了 《 荆江堤防志 》。欣阅这部洋洋近二百万言、图文并茂的鸿篇巨制，掩卷沉思，心

潮澎湃，深感这部志书特色鲜明 ， 融史实性 、思想性 、可读性于 一体 ，算得上是一部可

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好书 。 第 一，史实性较强。大量翔实的史料尽囊其 中，并发掘

了不少新史料，由本书最新问世。第二，主体史料来自档案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具有

权威性 。 第三，思想性较强。虽为史志书，但并不拘泥于铺陈史实 ，而是史中含论，论

中有叙 ，史论结合。 一是完整记录了 荆江两岸人 民与洪水进行不屈不挠斗争、不断推进

荆江堤防建设的基本历程 ;二是深刻反映了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在 治理水害、 实现水利方

面所探求并且掌握的基本规律 ; 三是系统总结了数十年来党和政府加强荆江堤防建设与

管理的基本经验 ; 四是充分讴歌了广大 干部群众在荆江堤防建设和防汛抗洪斗争 中所展

现出来的包括抗洪精神在内的基本精神。第四，可读性较强。 一是体现历史崇高壮美 ;

二是文字记叙生动流畅 ;三是版式设计匠心独具。

《荆江堤防志》 付梓之际，编篡者希望我写几句话，我先睹为快，读后有感，是以

为序。

十一的阁政协提素委员会副主任豆￠敛4

湖北省政协原主席树叶叫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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