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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己乏二墨蓑≥萎广激翼主：程有良《郑州环境保护志》编委会主任主编
⋯

黄河之滨，镶嵌着一颗璀璨的明珠——郑州。她以古老而年轻的英姿矗立

在中原大地上。雄踞中原、傍依黄河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她经受了无数次战乱

的洗礼和自然灾害的磨难。社会与生态双重环境问题重压之下所铸就的今El郑

州，处处闪耀着半个世纪以来创业者们的精神光辉。

曾经以良好的生态环境哺育了炎黄子孙、培育了灿烂的华夏文化的黄河，

见证了郑州的兴衰荣辱；从潜心治水的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到花园口堤防的

洞开，郑州目睹了黄河的辛酸血泪。郑州与黄河相依共生。

我和我的同仁对故乡郑州的依恋，犹如郑州对母亲黄河的依恋，这种情结

佐之以对环境保护事业的挚爱，成就了《郑州环境保护志》。

如果说建国前郑州的环境问题祸起于战端和天灾，那么，当代郑州的环境

问题则是单一工业化的产物，是人们片面追求物质文明带来的负效应。和发达

国家、发达地区一样，郑州在向工业化、城市化迈进的过程中，也走过这样的

弯路：先是让“三废”连同其所混杂的大量有毒有害物质毫无节制地排放到环

境中，在逐步经历了超出环境承载能力——产生生态危机的巨大阵痛后，才理

智的选择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从保护环境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里程碑。正是在这种

绿色浪潮的引领下，省会郑州的环境保护孕育并发展起来：从治理“三废”到

保护生态环境，从强化治理到依法管理，从单一污染防治到社会各界全方位环

境综合整治的行动⋯⋯。我们欣喜地看到，郑州的环境保护事业正以坚实的步

伐健康发展。

《郑州环境保护志》以丰富翔实的史料，真实地记录了郑州市域环境的变

迁，以及人们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事业所经过的历史轨迹。基本内容涉及到环

]



境保护理念的形成、环境污染的产生、环境质量的演变、环境教育和科技的普

及等环境保护事业发展历程的艰辛与曲折、成就与喜悦。

《郑州环境保护志》是市域环境保护历史和现状的一次大规模调查研究、经

验教训的概括总结。对于关注、支持、参与过环境保护事业的前辈，能在《郑

州环境保护志》中找到自己峥嵘的年华，激发新形势下奋进的热情；对于研究

和从事环境保护的行业人士来说，《郑州环境保护志》是案头必不可少的资料，

是籍以了解情况，指导工作的良师益友。盛世修志，编纂《郑州环境保护志》

是时代的需要，期待着它的问世，能发挥资政、教化、存史、启迪的作用，成

为环境保护事业的一笔财富，更期待不断续写出我市环境保护事业新的篇章。

如果以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为标志，环境保护这一千秋伟业已开

创了整整三十周年，适逢我主持编纂的第一部《郑州环境保护志》正式出版发

行，算是献上一份礼物。感谢我的领导、前辈、同事及有关专业人士，给了我

这样一个弥足珍贵的主编机会；感谢这样一批中流砥柱，使郑州的环境保护事

业形成今Et之兴旺发达的局面，也使本部志书能够功德圆满。

二OO三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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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编纂。

2、本志为自古以来郑州第一部环境保护专志，故其内容统合古今，上限尽

可能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一般至2000年。为反映新世纪初环境保护情况，

于附录前以《续编》记述2001年至2003年业内诸事发展概况。

3、本志坚持按科学分类和环境保护业务分工相结合的原则，基本采用以类

相从，按类编写的方法编纂。对于环境保护专门机构成立以后的党建、精神文

明建设等事务，设专记《政事纪略》记述。 ，

4、本志的记述范围是郑州所辖6区5市1县，对工业污染防治等环境保护

事业的记述侧重市区，生态环境保护侧重市辖县(市)。重点放在1973年全国

第一次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以来的3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若干年。

5、本志以述、记、图、照片、表、录等方式表述，以记述为主。照片集中

与分散相结合，以集中为主，设于志首或随文。图表随文附置。

6、本志采用公元纪年，1948年lO月22日郑州解放以前，历史纪年加注朝

代、帝号，中华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

7、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章、专记、附录、续编组成。专章采用章节目

体，章下均设无题小序。专记、续编采用条目体。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辅以记

事本末)。概述，概志文之全貌，彰往昭来。附录，收录重要法规、文件，以及

发表于报刊杂志的纪实文章等。

8、本志无人物专章，人物入志一般采用以事系人的方法。凡与郑州环境保

护事业关系密切、有相当业绩的人物，分别以简介和表的形式表述。

9、本志使用地名均用当时称谓。时间表述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计量单位一

律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标点符号按国家标准执行。

10、本志所用数字，一般以正式上报或正式公布的统计资料为准，部分采

用有关部门资料。所用资料均未注明出处，一般来源于郑州市环保系统内各档

案室。涉及其他档案馆(室)和有关文献时，均重新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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