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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i年7月，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安徽省淮河灾区 于杰摄

1991年7月，李鹏总理视察安徽省寿县灾区 傅振欣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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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涡河在怀远县城北入淮

张幼良摄

4．安徽颖上县溜子口庄台村

熊志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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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茨淮新河上桥枢纽

韩贤智摄

1．淮河穿荆涂山峡口S形河道

张幼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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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淮河穿过蚌埠市斜拉公路桥

流向远方

熊志刚摄



1．江苏盱眙县境淮河 吴坤摄



2．徐州市区一瞥 彭桂林摄

3．河南省水库捕鱼 张进平摄

4．洪泽湖镇水铁牛 孟宪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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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市容鸟瞰 韩金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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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临沂市区的沂河韩茂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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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31年淮河大水，

苏北兴化县灾民攀树待救

2．1975年8月河南驻马店水灾，

人民解放军为灾民送粮

章淮摄

E用吉八海口云梯蓑砗

缪宜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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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流域位于长江和黄河之间，地处我国南北气候过渡地带，降雨时空

分布不均o 12世纪以后，由于黄河长期夺淮的影响，淮河水系遭到巨大的

破环，人海出路受阻，干支流洪水排泄不畅，造成淮河流域水旱灾害频繁，

“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全流域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极度贫困o

1950年夏，淮河流域发生大水，面对严重的灾情，中共中央在抗美援

朝的同时，毅然作出治理淮河的决定。同年10月14日，政务院通过了《关

于治理淮河的决定》。中央针对淮河上、中、下游存在的客观矛盾以及在治

淮问题上的种种争议，明确了豫、皖、苏三省共保，三省一齐动手，团结治

水的原则，以后，又将沂沭泗流域，纳入治淮范围。这些英明决策受到了全

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从此，一场规模宏大的人民治淮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展

开了。千百万治水大军，从全国各地奔赴治淮战场，揭开了新中国大规模治

水的序幕。

40多年来，我们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带领广大群众、科技人员，

团结协作，艰苦奋斗，战严寒，斗酷暑，风餐露宿，年复一年，战斗在水利

工地上，用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初步建成了具有防洪、排涝、灌溉、发电、

航运等相结合的治淮工程体系，对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促进全流域国

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淮河流域从全国的著名重灾区，变成国

家的重要农业基地，很多地方的农村已解决温饱，走向小康。

在伟大的治淮斗争中，既改造了山河，又为国家培养了人才。几十年

来，在治淮战线上涌现出了大批技术精湛、作风过硬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劳动

模范。他们不仅在治淮战线上建功立业，而且把当年治淮工作团结奋斗，吃

大苦耐大劳，关心国家胜于关心自己的主人翁精神带到全国各地水利建设战

线上，为全国的水利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这是新中国治淮的又一大成果。

40多年来，治淮取得了伟大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但是，我们还必须

清醒地认识到，原定治淮规划中，还有一些重大的骨干工程没有开工建设，

如淮河人海水道、中游洪水控制工程以及上游支流的一些水库；农田水利和

水土保持工作也有很大差距；由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原定



规划中对有些问题，例如行蓄洪区的处理和水资源的供需矛盾等，还有不够

完善之处，需要继续研究解决；而不少已建工程由于种种原因，老化失修严

重，致使防洪、排涝、灌溉、航运等效益衰减；在经济发展中，还引发了一

些新问题，如水质污染等等。所有这些，都使流域的抗灾能力和水土资源的

开发利用，还不能适应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大洪水和大干旱的威胁仍

很严峻，有些地方至今未能摆脱贫困的袭扰。

现在，党中央、国务院极为重视农业，把水利作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

础产业。1991年淮河大水后，国务院对治淮做出了新的部署，如何抓住机

遇，在完成“新决定”各项任务的基础上，将治淮工作继续推进，使淮河流

域人民彻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使淮河流域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这是时代

赋予当代治淮工作者的重大任务。

编写《淮河志》是治淮的一项基础工作。淮河水利委员会按照水利部的

部署，组织治淮老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在流域四省的大力支持下，历经十

年，完成具有时代和流域特色的新型淮河系列志书。志书客观记述淮河的自

然面貌、水土资源、河道变迁、自然灾害、社会经济、治理与开发的历程

等，通过这些记述全面反映了新中国治淮的伟大成就和经验教训。新志书的

出版，不仅起到“存史”的价值，而且可为今后治淮工作发挥重要的借鉴作

用。

我相信，新的一代治淮传人，将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发扬光荣传

统，创造更大辉煌!

钱正英
1995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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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艰苦奋斗，团结协作，用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在全流域初步建成了具

有防洪、排涝、灌溉、发电、航运等相结合的工程体系，对保障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新中国治淮不仅取得了伟大成就，也有许多值得吸取的经验和应该记取

的教训，通过编写《淮河志》，总结过去，开辟未来，是治淮事业中不可缺

少的一项基础工作，也是时代赋予当代治淮人的历史任务。

在我国，历来就有“盛世修志”的光荣传统。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

席、周恩来总理积极倡导修志工作。1956年，编纂地方志曾列入国家科学

12年规划20个重点项目之一。1980年以后，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多次提倡编

纂地方志。1985年，国务院正式把编修地方志工作，列入我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七五”计划o“八五”治淮初见成效，为《淮河志》编纂工作

提供了机遇，注入了活力。

原水电部和水利部对编纂江河水利志工作很重视，先后多次召开修志工

作会议，部署水利系统开展编纂江河水利志。淮河水利委员会根据水利部的

要求，组织了一批治淮老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开展编纂《淮河志》的工

作。十多年来，《淮河志》编纂工作，经历了建立组织、搜集资料、制定编

纂大纲、志稿撰写、审查修定、编辑总纂等项工作程序。这些工作在《淮河

志》编委会的领导下，在流域四省水利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几十名编纂人

员，按照志书编写体例的要求，本着“实事求是”、“详今略古”、“述而不

论”的原则，埋头苦干，孜孜不倦，克服诸多困难，用大量、翔实的历史文

献资料，全面记述了淮河流域自然地理面貌、水土资源、’河道变迁、自然灾

害、治淮方略、治理与开发、水利管理的发展历程、流域经济状况、人文景

观与水环境等，重点反映新中国治淮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经验教训。

新编《淮河志》，是新中国治淮史上的盛事，也是淮河流域人民的一项

文化建设。在水利部的亲切关怀下，淮河水利委员会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

力、财力。淮河水利委员会领导和有关编写单位，也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和劳

动。还有12位同志为修志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淮河志》在编写过程中，水利部档案处，安徽省档案馆，豫、皖、苏、

鲁四省水利史志办公室，为志书编写提供了许多宝贵文献资料。在志书三审

修定的每个阶段，《淮河志》各编委，各有关专家、学者，给予热诚的指导

和帮助，提出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纂江河志，既要遵循古人修志的规范，又要体现社会主义时代新方志

的特点，这对当代治淮人来说是一件新事物，缺乏经验。又由于是众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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