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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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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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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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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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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 吾

黄河是我国第二条万里巨川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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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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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周恩来总理亲自处理治黄工作的重大问题。为

了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从50年代初就有组织、有计划地对黄河

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考察，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做了许多基础工作。

1954年编制出《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

合规划的决议》，人民治黄事业从此进入了一个全面治理、综合开发的历史

新阶段。在国务院和黄河流域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经过亿万群众和广

大治黄职工的艰苦奋斗，黄河的治理开发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在黄

河下游基本建成防洪工程体系，并组建了强大的人防体系，已连续夺取四十

多年伏秋大汛不决口的伟大胜利，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以顺利进行；在中

上游建成了许多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流域内灌溉面积和向城市、工矿企业

供水有了很大发展，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黄土高原地区开

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水土保持工作，取得了为当地兴利、为黄河减沙的明

显成效；河口的治理为三角洲的开发创造了条件。如今，古老黄河发生了历

史性的重大变化。这些成就被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治理和开发黄河，是一项光荣而伟大的事业，也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

践、再认识的过程。治黄事业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

黄河本身未被认识的领域还很多，有待于人们的继续实践和认识。

编纂这部《黄河志》，主要是根据水利部关于编纂江河水利志的安排部

署，翔实而系统地反映黄河流域自然和社会经济概况，古今治河事业的兴衰

起伏、重大成就、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以及经验教训，从而探索规律，策励将

来。由于黄河历史悠久，治河的典籍较多，这部志书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

既概要地介绍了古代的治河活动，又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黄

河治理开发的历程。编志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

础，遵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事求是地记述黄

河的历史和现状。

《黄河志》共分十一卷，各卷自成一册。卷一大事记；卷二流域综述；卷三

水文志；卷四勘测志；卷五科研志；卷六规划志；卷七防洪志；卷八水土保持

志；卷九水利工程志；卷十河政志；卷十一人文志。各卷分别由黄河水利委员

会所属单位及组织的专志编纂委员会承编。全志以文为主，图、表、照片分别

穿插各志之中。力求文图并茂，资料翔实，使它成为较详尽地反映黄河的河

情，具体记载中国人民治理黄河的艰苦斗争史，能体现时代特点的新型志

书。它将为今后治黄工作提供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并使关心黄河的人士了



解治黄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在伟

新编《黄河志》工程浩大，规

的亲切关怀下，黄河水利委员会

入许多人力，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院校和国内外专家、学者及广大

规模的、系统全面的编志工作缺

纂的难度，难免还会有许多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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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时，一般加注外文，历史朝代称号除汪伪政权和伪满洲国外，均不加

“伪”字。

外国的国名、人名、机构、政治团体、报刊等译名采用国内通用译名，或

以现今新华通讯社译名为准，不常见或容易混淆的加注外文。

九、本志计量单位，以1984年2月27日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为准，其中千克、千米、平方千米仍采用现行报刊通

用的公斤、公里、平方公里。历史上使用的旧计量单位，则照实记载。

十、本志纪年时间，1912年(民国元年)以前，一律用历代年号，用括号

注明公元纪年(在同篇中出现较多、时间接近，便于推算的，则不必屡注)。

1912年以后，一般用公元纪年。

公元前及公元1000年以内的纪年冠以“公元前"或“公元"字样，公元

1000年以后者不加。

十一、为便于阅读，本志编写中一般不用引文，在确需引用时则直接引

用原著，并用“注释’’注明出处，以便查考。引文注释一般采用脚注(即页末

注)或文末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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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袁仲翔

《黄河大事记》编写人员

主编王质彬 徐福龄

写人员 徐福龄 王质彬 徐思敬区圈 王延昌 袁仲翔

卢 旭 栗 志 陈晓梅 白 洋 赵淑玲



编辑说 明

一、《黄河大事记》是多卷本大型江河志《黄河志》的第一卷。它以时间为

经、以事为纬，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按照实事求是和详今略古的原则，

以编年体结合纪事本末体的方法，记述自禹治水至1990年有关黄河的一些

较大事件。使广大读者对古今治黄的成败得失获得较为系统的了解，并为广

大黄河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个概要的资料线索和现实的黄河信息。

二、本《大事记》主要内容包括：

1．有关治黄重要方针、政策、法规的制订与实施；

2．重要的治黄查勘活动、治黄规划及重大计划的制订与实施；

3．重要会议的召开与决议事项；

4．国家领导人视察黄河及对治黄的重要言论，国际友人、著名专家、学

者的重大黄河考察活动；

5．治黄建设的重大成就(包括防洪、防凌、水利水电建设、水运、水土保

持、引黄灌溉、水沙资源的开发利用、工程管理及多种经营等)；

6．重要治黄工程的勘测、规划、设计及其审定和实施；

7．黄河重大的改道和决溢(包括扒口)、水旱灾害、抗灾斗争和自然变异

等；

8．重大的抢险、堵口活动；

9．治黄机构的重大变革，主要领导人的更迭和重要的人事任免；

10．新的治黄方针、主张、理论、方略的提出和采用及治黄的重大改革措

施； ．

11．治黄科学技术的发展，重要学术活动，重大技术革新和创造发明的

产生及重大科技成果的推广运用；

12．对治黄有重大贡献的英模事迹；

13．重大的工程技术事故、安全事故；

14．流域内发生的与治黄有关的大事；



15．其他大事。

三、本《大事记》为记述便利，按照历史纪元共分以下十个时期记述：

i．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

2．秦汉时期；

3．魏晋南北朝时期；

4．隋唐五代时期；

5．北宋时期；

6．金元时期；

7．明代；

8．清代；
“

9．中华民国时期； -，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为帮助读者明了各个时期黄河的大势大略及治黄的历史背景，在各个

时期具体事件记述之前均设一简短的概述。中华民国以前按朝代列述，中华

民国以后按年代分别列述黄河大事。

四、本《大事记》资料来源，古代部分一般均在条目中注明出处，近代和

当代部分多查自档案资料和各类文件，有的查自有关报刊及图书，有的是流

域各省(区)有关单位提供。由于在编写过程中有许多资料都进行了考订、修

正和综合，故未再注明出处。有些需加以说明的问题，采用脚注方式处理。

五、本《大事记》为叙述上的方便，对某些组织机构用了如下简称：

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全国人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政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国家计委——国家计划委员会

国家经委——国家经济委员会

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中央防总——中央防汛总指挥部

国家防总——国家防汛总指挥部

水电部——水利电力部

黄河防总——黄河防汛总指挥部

黄委会——黄河水利委员会

冀鲁豫黄委会——冀鲁豫解放区黄河水利委员会



六、本《大事记》在编写过程中承水利部办公厅档案处及青海、甘肃、宁

夏、内蒙古、陕西、山西等省(区)水利厅水利志编辑室提供资料和黄河系统

各单位、黄委会机关各处室尤其是河南、山东黄河河务局及黄河档案馆的大

力支持。本书出版前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有关专家、学者、黄河志各编委、学

术顾问、广大编志工作者以及治黄战线的老同志、各级领导干部与广大职工

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进行了热情的指导和帮助，谨此一并表示谢意。

七、本《大事记》是在黄河志编委会领导下，由黄河志总编辑室编纂完成

的。仝琳琅、杨庆安曾对本书内容进行了审核。本书编纂人员时段分工如下：

徐福龄(传说时代～金元时期，前2200年～1367年)，王质彬(明代～清代，

1368～1911年)，徐思敬(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l朱占喜I(1946～
1959年)，陈晓梅(1960年)，王延昌(1961～1970年)，袁仲翔(1971～1975

年)，卢旭(1976"--1980年，1988年)，栗志(1981～1986年，1989"--1990年)，

白洋、赵淑玲(1987年)。本书于1989年12月初版问世以后，受到各方面的

欢迎和关注。根据大家提出的一些修改意见，黄河志总编辑室于1990年组

织进行了修订，栗志、王梅枝具体进行了修订工作，侯起秀参加了校对工作。

八、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古往今来，治黄活动及有关记载至为

繁夥。本书是治黄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大事记，由于编纂时间比较短促，又限

于编纂者的水平与经验，虽经初步修订，但缺漏及讹误之处仍难避免，恳切

希望有关领导和专家及广大读者指正。

编者

199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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