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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大禹治水成功继而在登封担任部落联盟领袖作为中国

人治水之始，那么就可以说，是大禹带领部族先民们掀开了中国治

水史上的第一页。因此，河南的治水史就是中国治水史上最重要

，的一页。

河南省地处中原，境内有黄河、淮河、海河、长江四大流域，大

小河流1500多条。在很久以前，先民们就依水而居，繁衍生息。

同时，河南又处于气候上的亚热带向温暖带过渡和地理上的山区

向平原区过渡的特殊气象与地理环境，多水时，大浪滔滔，洪涝成

灾；少水时，干枯断流，旱灾、虫灾极为频繁。自1300年至1919年

的600多年问，发生大涝76年，大旱90年；1633年至1643年连

旱11年，其中大旱、特大旱连续6年。1933年黄河洪水泛滥，淹

没6592平方公里，受灾人口273万人。1941年至1943年连年大

旱，全省70余县受灾，黄河两岸最为严重，廖廊中原，川泽皆竭，壕

沟扬尘，赤地千里，寸草不生，饿殍遍野。 ，

随着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兴修水利，抗御自然

灾害，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艰苦卓绝的斗争。自公元前

2297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4200多年中，尤其是春秋战国

时期，陈国人开渠灌田，孙叔敖创建期思陂，漳河十二渠的兴修和

鸿沟的开挖；秦汉时期引沁灌田枋口堰的创建，钳卢陂、六门堰和

鸿隙陂的兴建；隋朝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的开通；北宋时期农田

水利的兴修；清朝康、乾时期以前对河道的治理等o 1840年以后，

外国势力人侵，封建统治者清政府腐败无能，水利工程长期失修，

旱涝灾害造成的损失更加严重。国民党统治时期，河南水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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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整修过部分河段，日本侵略军侵略河南以后，仅有的水利工程

又遭荒废，加之连年的灾害，河南省人民屡遭不幸。1938年6月，

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军西侵，扒开了花园口黄河大堤，洪水在豫、

皖、苏平原泛滥，河南就有21个县、市，60多万公顷耕地被淹，

79．8万间房屋倒塌，受害人口600多万人，淹死43．3万人。1946

年，国民党政府在花园口堵口复堤，但让黄河泛滥9年的豫东平原

留下了沙岗起伏，水系紊乱，河道淤塞，遍地荒芜的“黄泛区”。由

此可见，历代河南人民疏浚河道，修建堤防，开挖池塘，修水渠，建

水闸，进而利用水利发电，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

多水利技术和治水方法。还订立了水利盟约、管理条例，治水人物

代不乏人。由于历史条件和时代原因，都没有使河南摆脱旱涝灾

害频繁、民不聊生的困境。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发扬自

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进行了大规模的治黄、治淮运动，疏河导

流，除害兴利，治山治水，修建各种水利工程。经过50多年的努

力，初步形成了兴利与除害相结合、大中小相结合的水利工程体

系，黄河、淮河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有了保障，抗御洪、涝、旱、

碱灾害的能力大大增强，并为全省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水提

供了必要的条件。到2003年底，全省累计投资300多亿元(含中

央投资)，建成大中型水库2347座，总库容270亿立方米，塘堰坝

128万座(个)，总蓄水能力达26．62亿立方米。提供工农业生产

和城市用水143．8亿立方米。加固和新修防堤1．53万公里，保护

沿岸耕地528多万公顷。

当前，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

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

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经

验总结，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河南是水资源短缺的省份，要依据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纲要，

率先实现小康，就必须按照党中央关于新时期水利工作重点和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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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要求，抓住机遇，调整治水方案，以治淮为重点，加强防洪排涝

体系建设，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精心抓紧抓好以南水北调为重点的

水利建设，抓好节水灌溉工程和人畜饮水、农村水电、水土保持等

项工作，实施好地下水保护行动计划，多策并举，改善生态环境，促

十八日



编写《河南水利大事记》的说明

一、<河南水利大事记》(公元前21世纪至1949年)按照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史为准，实事求是，科学地处理各种资料，记述

了自公元前2297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4200多年中，历代河

南人民与水旱灾害斗争中的一些较大事件，其中有经验，亦有教

训，真实地反映河南水利发展的轨迹。

二、《河南水利大事记>采用以编年体为主，记事本末体为辅的

体例。以时间为序排列，一事一记。 ·

三、<河南水利大事记>主要内容：
?

1．历史上重大水旱灾害及救灾的措施、办法和灾情；

2．黄河、淮河、海河、长江四大流域主要河道水系的巨大变迁

与较大人工运河的兴废；

3．河道疏浚、修建河堤等重大防汛事件；

4．挖池塘、修水渠、打水井、建水磨、建水电站等水利工程及

设施的兴废；

5．有关河道治理及水利工程的管理措施、办法；

6．重要治水人物及其治水建议、办法、方略；

7．重大水利边界纠纷及其水利盟约的签订；

8．重大水旱灾害的碑文及其考证；

9．水利机构的设置及其管理区域的划分；‘

10．主要水利成就，较大的古代水利工程建筑遗址的发现及

出土水利文物；

11．重要水利建设事件；

12．境内所发生的与水利有关的大事。

四、<河南水利大事记)为叙述便利，采用历史纪元，共分以下



9个时期t

1．唐尧虞舜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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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

五、《河南水利大事记》在编写时考虑到阅读方便，自1911年

以前为皇帝纪年(除唐尧、虞舜、夏、商时期)，第一件事记人时，将

皇帝的庙号、姓名、谥号、年号一并记入，括号内为公历年号，从西

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在皇帝庙号前加朝代，如

“浚五沟人漶”这件事的纪年为：东汉世祖刘秀光武帝建武元年(公

元25年)，从第二件事开始记人时，去掉皇帝的庙号、姓名、谥号。

1912年至1948年3月前为民国纪年，括号内仍为公历纪年。

公元前(西汉刘欣孝哀帝元寿二年以前)纪年加公元前，公元

1年(西汉刘珩孝平帝元始一年)至公元1000年加公元，公元1000

年以后不加公元。

六、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广征博取资料，资料来源主要是有关

河南的水利史料、文献、档案、正式出版物，地方水利志书、黄河、淮

河、海河、长江四大流域机构的志书。所用资料都经过了审核。力

求做到去粗取精，翔实可靠。

七、《河南水利大事记》中的计量单位是按照历史上使用的旧

计量单位，照实记载。

八、在收集、编写的过程中，按照原资料记载，如遇一件事两

种、三种以上资料时，进行对比核实后选用其～。每条大事都加标

题，概括了本条大事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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