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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海河是一条扇状水系，源于太行山区，横贯华北平原，汇集天津．

注入渤海。

海河流域位于京畿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古以来这条河流

以其水利哺育着这里的人民，然而水旱灾害又随时殃及京畿地区的

人民生命财产。“兴水利、除水害"一直是我国劳动人民与大自然斗

争之目的，但建国以前的历代统治者由于社会制度的局限和科学技

术的制约，使这条河的水利没有得到充分或应有的开发，水旱灾害肆

虐，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人

民治理江河、兴利除害。1951年在国家财政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国

家投资兴修官厅水库。1963年海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党中央和毛主

席十分关心，决定对海河进行综合治理。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出“一定

要根治海河”的伟大号召。各级党委和政府带领人民根治水害，大兴

水利，形成空前的群众性治水热潮。经过30多年的努力奋斗，海河

基本得到治理，防洪除涝、灌溉、供水等均建成一批骨干工程，有的

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科学体系，流域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需要，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水利事业仍有很多不适应之处，海

河流域的严重缺水，水旱灾害频繁仍是心腹之患。根治海河任重道

远，大家仍需发奋努力。

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主编的《海河志》以翔实可靠的资料，规

范的文字体例，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海河流域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

7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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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水，抚育了人类，抚育了中华民族。我国水利，源远流长，成就

灿烂，经验丰富。通过史志工作，记录了江河湖泊的自然变迁，人类

改造自然的水事活动，水利发展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

以史为鉴，不论对于当代还是后人，都是很有意义的。

海河流域，在我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因

而是我国水利发展的一个重要地区。特别是金代定都北京以后，历代

封建统治者十分关注海河流域的水利建设。引漳十二渠、南北大运

河、永定河堤防和水利营田，凝聚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心血，留下了丰

富的经验教训。生动地说明了我国历史上善治国者都把水利作为兴

国安邦的大事。然而，由于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不可能

从根本上扭转海河为害的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开发治理海河。1963

年海河流域大洪水后，毛泽东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

号召，在“上蓄、中疏、下排、适当地滞"的方针指导下，国家投入

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掀起了亘古未有的根治海河的高潮。经

过30多年的综合治理，改变了过去海河流域“十年九灾"的局面，初

步形成了防洪、排涝的骨干体系，水资源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利用，

水利成为保障和促进京津、华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产业和基

础设施。

进入90年代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强调要把水利放在能源、交

通等基础产业同等重要的地位。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九

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的《建议》，进一步把水利放在基础设施

建设的首位。这一重大决策，向全社会发出了在这世纪之交大力加强

水利建设的号令。海河流域缺水而又怕水的心腹之患仍未根除，水资

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很不适应。海河

水利如何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摆在每个水利工作者的面前，催人深，．／

№



思。借鉴古人的经验教训，全面分析水利发展现状，探索其中的规律，

是我们正确决策和制订水利发展战略规划的基本出发点。在这个时

候，海河水利委员会主持编纂了《海河志》，以翔实的资料，全面系

统地记述了海河水利的历史和现状，客观地反映了开发治理海河的

成就、经验和教训。她的出版发行，对于进一步开发治理海河具有重

要的借鉴作用。相信海河水利委员会、流域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水利厅(局)和广大水利工作者一定能以一流的思想、一流的目标、

一流的组织、一流的作风和一流的措施创造出海河水利更大的辉煌。

匆萄《御蓖吱

一九九六年十月



一定要根治海河 对人民无限负责

——怀念毛主席 阎达开

滔滔洪水，

千里沃野，

津门以外，

天津势态，

百万军民，

力挽狂澜，

入海无路，

尽成泽国，

一片汪洋，

友岌可危，

抢险抗洪，

功不可没。

这是1963年特大洪水的写照，这是“一定要根治海河"的根据，

是对人民无限负责的考验。，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理论，我们身在天津，应当重温这段历史。

建国初期，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给人民留下的是山河破碎，

百废待兴。建设新中国，振兴中华的重担，落在了党和人民的头上。

在这个时期我代表河北省委向毛主席汇报最多的是水灾问题。50,---,

60年代，地处海河流域的河北省广大地区，洪水为患，水灾频繁，特

别是1954、1956年，尤其是1963年的特大洪水，都严重破坏着工农

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严重威胁着华北经济中心——天津

市的安全。这几次洪水我都亲身经历过，并对重要的河防堤段，亲临

其境地了解过。党中央、毛主席极度关注天津、河北水灾问题。我向

毛主席汇报了洪水灾害的原因，主要是海河流域各大水系的洪水没

有入海出路造成的。1963年的特大洪水，主要来自太行山区，京广路

以西各大河流的洪水，流量达10万立方米每秒，各河河堤全部决口、

漫溢，洪水淹没了广大农村、市、县，京广、津沪两大铁路干线被冲

仃



毁，铁路、公路交通断绝。洪水到了天津附近的贾口洼仍有4万立方

米每秒。而天津市的海河河道和独流减河实际行洪能力不到2000立

方米每秒。当时，滔滔洪水入海无路，千里沃野尽成泽国，津门以外

一片汪洋，约有百亿立方米的洪水居高不下，天津市岌岌可危!当时

水量超过1939年洪水，是1918年有较完整记录以来的首位洪水。为

了抗拒洪水，天津周围百万军民护堤抢险，日夜奋战。为了确保天津，

减轻洪水对天津市的严重威胁，河北省沿河各县农民在党和政府领

导下，在本来应当固守的堤防却主动分洪，承担了巨大牺牲。1963年

洪水淹没河北省、天津市104个县，成灾面积3700万亩，淹没民房、

畜舍数百万间，灾民数百万人。为了打通洪水入海出路，抢救灾民，

向被洪水围困的灾民空投食品，解放军陆、海、空军和广大民兵作出

了巨大贡献和牺牲。他们奋不顾身抗洪斗争的历史，我们永远不能忘

记。

当时，天津市内资产就有三四百亿元。天津如果被淹，政治、经

济损失是巨大的。毛主席亲自来到天津，听取了省、市领导的汇报。

我们拿着河北省海河流域洪水灾害图，联系历史上频繁出现的洪水

灾害，向毛主席详细地做了汇报。

毛主席是带着高度的革命忧患之情，听取我们汇报的。我们含着

眼泪向毛主席提出了治理海河水患的深切愿望。毛主席深沉地点着

头，肯定了我们的愿望和意见；同意了我们提出的各项救灾措施和要

求。他叫着我们的名字说：“你们要把灾救出来呀!’’毛主席的这句话

情深意重，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无限关怀，无限负责。这句话包含着对

数百万灾民当时吃的、烧的、穿的、住的，要度过严寒的冬天，漫长

的春荒，要确保群众秋种春播，直到重建家园⋯⋯等的重大责任。这

句话还包含着抚今追昔，不能再出现旧社会那样让广大灾民逃荒要

饭，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景象。

在党中央、国务院、毛主席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河北人民、天

津人民的抗洪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1963年冬，河北省委、省政府，

天津市委、市政府在天津市举办“河北省抗洪抢险斗争展览会"，反

映海河流域广大人民战胜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的事迹。毛主席亲

笔写下了“一定要根治海河”7个大字，说出了海河流域千百万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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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愿。

根治海河的基本要求是：根本改变海河流域洪水淹没广大平原，

严重威胁天津，灾害频繁的历史。把1963年那样的特大洪水，控制

在入海河道和一定范围。保证广大人民生命财产和工农业生产的安

全，确保天津市的安全。

根治海河的关键是将海河流域的各大河流分别开辟导洪入海河

道，加大行洪能力，分流入海。例如开辟漳卫新河，将来自山西、河

南、河北、山东等省的漳河、卫河洪水导经袁桥、罗寨、庆云、辛集

入渤海，泄洪能力由原来500立方米每秒，加大到5000立方米每秒；

开辟子牙新河，将来自滏阳河、滹沱河的洪水导入河北省境内入海，

泄洪能力由原来500立方米每秒，加大到9000立方米每秒；扩大独

流减河，将来自大清河的洪水，从天津市南部入海，行洪能力由原来

800立方米每秒，加大到3200立方米每秒；开辟永定新河，将来自内

蒙古、河北、北京的永定河洪水，导至天津市东部入海，行洪能力由

原来500立方米每秒，加大到1800立方米每秒，海河干流原则上仍

可以行洪。由于海河流域各大河流避开了天津，分流入海，这就根本

改变了海河流域洪水汇集天津，入海无路，淹没广大平原，威胁天津

钓历史o ·

根治海河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领导下，

在各有关省、市、自治区团结治水的情形下完成的；是依靠从中央到

地方水利战线广大科学技术人员发挥聪明才智，同数十万农民治水

大军并肩奋战10余年，才得以完成的。由于根治海河的胜利实现，就

从城市防洪安全方面，保证了天津市的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这是毛

主席他老人家留给人民的又一项丰功伟绩。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毛主

席、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亲切教导。

今天，当我们伟大的国家在四个现代化道路上奋勇前进时，我们

不会忘记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毛主席带领我们艰苦奋斗，与

人民同甘共苦的情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党的领导下，当人民群

众被困于大水之中，处于危难之际，就显示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亘古未有的宏伟壮举。正因为如此，建国以来，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

以对人民无限负责的精神，克服了无数次重大灾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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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胜利。这是建国后40余年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活生生的实践经验。

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最大的同盟军仍然是广大

农民，前进的道路任重道远，我们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仍然

应当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让我们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沿

着党的基本路线，团结一致，争取更大的胜利。

199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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