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砰封市郊区黄河志编纂领导组组

闭封辛邵犀营一



开封市郊区黄河志

开封市郊区黄河志编纂领导组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952年1 0月30日毛泽东主席视察柳园口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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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后的堤顶硬化路面胡锡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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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黄河安危，事关国计民生大局，滨临黄河的开封市，为全国25个防洪重

。点城市之一。古往今来，开封的兴衰无不与黄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开
’

封郊区河段是驰名中外的“悬河’’，设防水位高出开封市内地面达13米之多，

且河床宽浅，溜势散乱，游荡多变，往往出现横河、滚河，突然顶冲堤岸，造

成猝不及防的大险。历史上，黄河经常在这里决El泛滥．城乡屡遭河患。明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决口，开封全城覆没，淹死3．0多万人，开封东

南“凡六、七百里，尽成巨浸"，灾情异常严重。清代著名河道总督靳辅在

《治河奏绩书》卷四中曾说：“开封之境，地皆浮沙，河流迅驶．二经溃决，如

、奔马掣电，瞬息数百丈，工程必大，而下埽更难，故前代河决之患，此地常

十居七八"。饱尝河患之苦的开封人民，一直怀有征服黄河的夙愿，多少志士

仁人为之奋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积累了许多治黄经验，但由于过去社会

制度、物力、财力特别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黄河得不到治理，不断决口肆

虐中原，波及皖北、苏北等广大平原。给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黄河的治理。早在1952年10月，毛

泽东主席第一次出京巡视工作，就莅临开封柳园口视察黄河。当时，我兼任

河南黄河河务局长，有幸向主席汇报治黄工作，聆听主席的教诲，倍感亲切。

毛主席在开封还向全国人民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一

直鼓舞着黄河全体职工和广大人民群众为之而奋斗。

．．：开封市郊人民四十多年来，响应毛主席号召，在“除害兴利”治黄方针

指导下，艰苦奋斗，团结治黄，不怕烈日严寒，不怕惊涛骇浪，战胜种种困

难，完成加固堤防土方3500多万立方米，改秸草坝为石坝，完成“万多立

方米石方，投资7000多万元，再加党政军民加强防守，顽强抢险斗争，战胜

了洪水，取得了岁岁安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绩，同时综合利用黄河

水沙资源，淤背固堤，消除险点，增强抗洪实力；并向城乡工农业及人民生

‘活供水，促进了生产大发展。．现在可以说：开封市和郊县人民一天也离不开

黄河水，曲怕黄河变为爱黄河、离不了黄河。
．．

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是改造自然的伟大而长期的任务，必然
· T 。



有一个实践、认识、提高、再实践、再认识、再提高的过程，借鉴前人的抬

河经验教训，可以少走弯路，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而编纂《黄河志》有

史资治，是很有意义的。 ·

该志客观地记载了开封郊区人民，为治理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代

出韵辛勤劳动，取得的辉煌成就。今后务必继续努力，严防麻痹思想和行为

更进一步做好防洪工作和开发利用黄河水资源，为开封经济高速发展做出翥

贡献。 。 ．，

· I ·

袁隆

1994年8月1日



凡 例

一、指导思想。《开封市郊区黄河志》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编纂的一部治理

黄拇部门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芰义理论原则为编纂指导思想．运用辩论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记
一

戡开封市郊区黄河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治黄事业服务。

二、详略原则。遵照q综合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立足当代，适当

追溯往昔。重点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开封市郊区治黄成就及经验

教训，彰明因果，反映客观规律。

三、记事范围。1977年5月以前，包括今郊区和开封县I 1977年5月～

1993年12月，则不含开封县。鉴于万里长河是一个整体，全河性事件对开封

郊区有较大影响者一并记入。以免“不识庐山真面目"。

四、上下断限。上限，重要事物追溯到发端．不强求一致；下限，断至

1993年底。

五～篇章结构。设章、节、目三级、，以概述开篇，大事记继之。下分十

章，即：河道、河患、堤防、险工、治理、防汛、兴利、科研、’供应、机构。

横排门类，纵陈始未。最后以附录结尾。采用志、记、考、录、表、图、照

片等表达形式，以志为主。以节为记述的基本单元，每节开始，附记简短导

言，以空一行与正文隔开。

六、行文规范。使用语体文，书面语，记述体，标准简化汉字，以类系

事。语法、修辞和标点符号力求规范化。大事记则为条目式编年体，辅以记

事本末体，以时系事。除概述、导言和考外，一般“述而不论"。

七、数字标写。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1987年1月1日

联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标准，阿拉伯数字和汉

字数字分别使用。引文中的数字仍照原著书写．计量单位以1984年霉月27日

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为标准．量词用中文
-’’～

书写。

八、时间记述。夏历和清代及其以前朝代纪年用汉字书写．朝代在前，年

号次之，加括号用阿拉伯数字辅以公元纪年。民国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仍

括注公元纪年。新中国建立后直书公元纪年，并省略“公元”二字。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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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图表照片。附表附图一般用l基开纸，置于相关的节末，先表后图。

统计表按“时经事纬”的原财。。纵列对序，横排事件，不设备注栏，说明置

于表下。照片置于卷首。 ：1

十、引文注释。引用资料加引号，，在引文末尾加方括号标明注码，于目

或节末注明出处。有删节则用省略号标明，残缺字以口充其位置，能推出的

．字填口中：原文有误者在其后加括号注明。

十一、各种称谓。均以事件发生时代的称谓为准，古今名称有变化者加

括号注今名。机关名称首次出现用全称，再次出现的用简称。人名直书姓名，

必要时加职务或职称0 。

’

十二、其它事项。本志所用水准高程，均为大洁基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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