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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孕育了灿烂的华夏文明，也成就了历史上河

南长期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在长达5 000年的华夏文明史

中，河南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长达3 ooO多年，先后有20多个朝

代建都或迁都于此，在中国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黄河又是一条桀骜不驯的河流，尤其在河南段，河道淤积严重，“地上悬

河”突出，为典型的游荡型河段；洪水突发性强，预见期短，防守无周旋余地，

历史上决溢、改道频繁。从公元前602年(周定王五年)到1938年的2 540年

间，黄河下游共决口1 500多次，其中有三分之二发生在河南境内，大改道26

次，河南占了20次，给两岸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黄河的治与乱和河

南的兴与衰密切相关。黄河河南段的防洪与治理历来都是黄河下游的重中之

重。从远古时期的大禹治水。到历朝历代，都为治理黄河水患进行了不懈的探

索。“黄河宁，天下平”成为沿黄人民梦寐以求的愿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黄河河南段的治理与开发，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河南黄河视察。水利部、黄

河水利委员会始终把河南黄河列为下游防洪治理的重中之重。河南黄河治

理，成就辉煌。初步形成了由干支流水库、堤防、河道整治工程和蓄滞洪区组

成的防洪工程体系，实现了岁岁安澜，为河南乃至整个黄淮海地区的经济社会

发展创造了安定环境；积极开发利用黄河水资源，为沿黄地区工业、农业、生

活、生态用水提供了宝贵水源，引黄灌溉已成为河南粮食稳产高产的重要基

础。生态农业、旅游观光等产业也迅猛发展，沿黄两岸生态明显改善。

进入新世纪后，河南黄河河务局按照水利部治水新思路和黄河水利委员

会“维持黄河健康生命”治河新理念的要求，围绕“堤防不决口、河道不断流、

污染不超标、河床不抬高”的目标，实施了标准化堤防建设和宽河道整治工

程，以及水资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调水调沙等一系列重大治黄新举措，成效

显著。



·2· 河南黄河志

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2002年河南黄河河务局启动《河南黄河

志》的续修工作。经过5年多的努力，《河南黄河志》(1984～2003)即将出版。

它的出版，是河南黄河史志编纂及治黄建设中的又一重大成果。

《河南黄河志》(1984—2003)以河南黄河的治理开发为中心，采用大量丰

富、翔实的资料，详尽而又客观地反映了河南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及流域经济

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记述了河南人民进一步认识黄河、研究黄河、开发治

理黄河的艰苦奋斗历程，汇集了河南治黄的成果、经验和教训，是一部力求发

挥经世致用之功能、实用性较强的志书。该书的出版，不仅为今后河南治黄事

业的继承和发展起到“存史”、“资治”的作用，而且对流域其他河段的治理也

会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密誊。兮一P旧



凡例

凡 例

一、《河南黄河志》(1984～2003)的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依据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和水利部《关于加强江河水利

志编纂工作的通知》精神，按照黄河水利委员会的统一部署，在认真贯彻学习

国务院颁发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基础上，坚持“存真求实”的原则，突出河南

黄河治理的特点，如实记述事物的客观实际，充分反映当代河南黄河治理开发

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三、内容断限：上限自1984年开始，下限至2003年。

四、本志以志为主体，辅以述、记、传、图、表、录、照片等，采用篇、章、节和

条目结合体，事一类从，横分纵述。篇为最高层次，综述、各专业归类和附录、

索引、编纂始末均独立成篇，一级并列。篇下依类设章，章下设节，节以下以条

目展开。篇、章、节下设无题序言。条目为实体，以时为序，直陈其事。其中，

人物条目的排序依据生年先后次序排列，其他按事物的性质和归类编排，附

表、照片另设索引以便查找。

五、篇、章、节、条目以事命题，条目不标次第序码，主题条目为实心鱼尾

号，典型条目空心鱼尾号；各级标题力求简明、规范，能准确涵盖所描述的内

容。

六、全志采用记述性语体文，寓观点于记事之中，行文力求准确、朴实、简

洁、流畅。

七、标点符号的使用执行1995年12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标点符号

用法》；简化字的使用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lO月重新公布的

《简化字总表》为准，用简化字记述古地名、古人名、古文献易引起误解时，用

繁体字或异体字。

八、组织机构、会议、文件、著作等名称一般用全称，过长的名称第一次出



河南黄河志

现时用全称，后用简称。地名用当时名称。纪年一般按公历。机构、职务按当

时称谓记述。译名一般按通译为准。

九、志中注释，均采用文内注。文中图表用所在篇和排列序号两个数字编

码。

十、引用数据以统计部门为主，主管部门为辅。数字使用执行1995年12

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出版物数字用法的规定》。

十一、计量单位以1985年9月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

法》为准。做到计量准确，前后统一，凡见于行文的计量单位名称均用汉字表

示，如15公里、25立方米。历史上使用过的计量单位照录，有条件的尽可能

换算成现行量值。

十二、《河南黄河志》(1984～2003)资料来源，主要为档案、文献、史籍、工

具书及征集调查资料，数据来自统计部门和有关单位。在编写过程中广采博

取，并详加考订核实，力求做到去伪存真，准确完整，翔实可靠，所引资料一般

不再注明出处。



编辑说明

编辑说明

续修《河南黄河志》是一项系统的文化工程，是河南黄河精神文明建设的

一件大事。自2002年正式启动以来，河南黄河河务局党组高度重视，成立了

河南黄河志编纂委员会，设立了史志年鉴编纂办公室，抽调专人从事该项工

作，于2008年圆满完成了《河南黄河志》(1984—2003)的编纂出版任务。

本届修志是继1986年第一部《河南黄河志》刊行出版后开展的第二届

《河南黄河志》续修工作。志书上限为1984年，下限一般截至2003年(个别

部分稍有前展或后延)，前后20年时间。这20年也是河南黄河治理开发与管

理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之一。

续志内容包括三部分：续载、复载、补遗。续载是主体。复载部分，如名胜

古迹、旅游资源等在上届志书的基础上有所补充。补遗，是对上届志书缺失内

容进行适当的增补，时限与本书规定略有不同。

《河南黄河志》(1984～2003)的篇目结构为地图、河南黄河志编纂委员

会、序、凡例、编辑说明、正文。主体内容由lO篇32章53节393个条目，以及

附录等组成。书末设图表、照片索引，编纂始末，全书约70万字。

续志编写，采用篇、章、节与条、目结合体，节下以条目形式展开，图表、照

片穿插其中。

为突出河南黄河的特点，全面反映20年来治理开发取得的伟大成就，同

时保证志书的完整性、系统性、资料性、科学性和时代性，更好地起到志书“存

史、资治”的作用，对于篇目的设置和具体内容的选择、组织，在借鉴上届《河

南黄河志》的基础上，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的治黄实际和专家意见，增添了治河

管理、党群、水利经济、人物和大事年表等内容。人物收录本着“生不立传，生

可入志”的原则，按“人物传略”、“人物简介”、“人物名表”编写。

《河南黄河志》(1984—2003)的编写方式，依据科学分类，按部门分工。

“谁管理谁写，管什么写什么”的原则进行。共有20多个单位、70多人参与了

初稿的撰写。为确保志稿质量，编委会还聘请也十宗笠l、王渭泾、赵天义、李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