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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我国历代编修了不少地方志，但大都缺少环境问题的记述，更没有

单独的环境保护专志。因此《灵宝市环境保护志》的出版，更显得意义

重大。

环境问题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环境污染和生

态平衡的破坏，正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联合国为此于1972年在瑞

典召开“人类与环境大会’’，号召世界各国共同引起警惕；1992年，又在

巴西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强调环境保护必须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在我国，保护环境已成为一项基本国策，1989年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并制定了一系列保护环境的方针、政策，环境保护

工作已列入了各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这

样的历史条件下，环境保护应当作为地方志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

环境问题是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激增而必然出现的社

会现象。资本主义国家如此，社会主义国家也如此，这是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问题在于我们应当、也必须吸取西方国家“先污染

后治理"的教训，做到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在发展经济的同

时，对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予以高度重视并认真整治，以防患于未然。

灵宝市位于豫西，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俱佳。近年来，随着经济建

设的快速发展和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大，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尽管历届

政府十分重视并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防治环境污染和保护生态平衡的

工作也已取得一定成绩。但是，真正要解决好环境问题，还需要做很多

工作。

灵宝市环保局立足当代，追溯过去，本着详今略古，突出重点的原

则，编纂了第一部记载灵宝环保工作的志书，全面系统地记述了灵宝环

保工作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现状，观点正确，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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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当，文字朴洁，文图并茂，具有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对今后更好地

推进灵宝市的环境保护事业将起到“资治、存史和教化"作用。

为了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为了造福子孙后代，希望灵宝的广大干

部和群众、特别是企业家们认真读一读《灵宝市环境保护志》，多了解一

些灵宝的环境历史与现状，懂得一些环境保护知识，严格按照科学规律

办事，为灵宝的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河南省环境保护局局长 缈篆彳石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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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灵宝市环境保护志》是灵宝市第一部按照地方志体例编纂的环

境保护专业著述性资料书。旨在为本市环境的管理和保护事业提供科学

依据，以便领导机关今后有效地进行环境保护决策。

二、本书的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遵循当代方志学的基本

理论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灵宝市环保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

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三、本志记述内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依据，体现

职能部门环保工作的全面性及各有关部门环保工作的广泛性，同时联系

灵宝市的实际，因地制宜，有所侧重，充分突出时代特色、地方特色、专

业特色。
’

四、本志编纂立足当代，本着通古贯今，略古详今的原则，以记述

和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以1978年至1997年的环境保护工

作为主，适当追溯过去，上限不拘，下限截止1997年底。

五、本志采用了记、录、图、表、照片等形式，按章、节和条目相

结合，横列门类，纵写过程的编排方法，全书共分10章、47节。

六、1993年5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灵宝县撤县设市。志书中设

市前仍称灵宝县，设市后称灵宝市。

七、本志中一些有存史、备查价值的文件、讲话和资料的原文、原

题，由于不便归卷，将其收入附录。

八、本志主要资料来源于灵宝市环境保护局的档案，一部分来自

《灵宝县志》和各有关部门。所有资料均经编纂人员旁考侧证，反复核实，

故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评审验收意见

《灵宝市环境保护志》评审验收小组

对《灵宝市环境保护志》的评审验收意见

在上级业务部门的精心指导下，《灵宝市环境保护志》在编写过程中，

领导重视，组织得力，篇目设置合理，编写内容新颖，工作进度快，质

量高，对三门峡市所辖各县市环境保护志的编写工作起到了带头和推动

作用。经评审验收小组评议，认为指导思想明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

实事求是，文风朴实，突出了灵宝的地方特色和环境保护工作的专业特

色，符合《地方志编修条例》的要求，经评审，同意验收。

省、市环保志评审验收小组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灵宝市环境保护志》评审验收小组

对《灵宝市环境保护志》的评审鉴定意见

1998年3月25日，河南省环境保护局、河南省海燕出版社和灵宝市

党史地方志办公室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组成的环境保护志评审验收

小组对《灵宝市环境保护志》进行了评审，一致认为：《灵宝市环境保护

志》的编写指导思想明确，尊重史实，资料翔实，文风朴实，客观实在，

语言流畅，体例完备，文图并茂，篇目设置新颖，突出了地方特色，符

合志书编写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灵宝市环境保护志》的编纂，填补了灵

宝市和三门峡市地方志的空白，在全省也是屈指可数，对全省县级环境

保护志的编纂有积极的推动和指导作用。该成果在全省达到先进水平。

毗加埤劲斗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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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宝市环境保护志》评审验收小组成员名单

姓名 评审会职务 工作单位 职称 签 名

姚邦顺 组长 中共灵宝市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副研究员 燃妒畎
刘育贤 副组长 河南省海燕出版社主任 副编审 计霄贤
芦中样 成员 河南省环境保护局 高工 沁汰
姚学明 成员 中共灵宝市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助编 却h彳阑

张生亚 成员 灵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参饬苫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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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环境保护很重要，它关系到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是我

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灵宝县虞夏时属豫州，商为桃林，周名桃林塞，西汉元鼎四年(公

元前113年)置弘农郡，三国时名恒农，晋复名弘农，隋义宁元年(公

元617年)更名虢郡，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更名为鼎州，贞观八

年(公元634年)又更名虢郡，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更名虢州，同

年改名为灵宝县。1954年9月，灵宝、阌乡两县合并，定名灵宝县。1993

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灵宝县撤县设市。

灵宝市位于豫、秦、晋交界的金三角地区，介于北纬34。7710"一34。

447 21"与东径110。217 18Ⅳ一111。117 35Ⅳ之间。南依小秦岭、崤山，同陕西省

洛南县、河南省卢氏县、洛宁县接壤；北濒黄河，与山西省芮城县、平

陆县隔河相望；东与河南省陕县毗连；西与陕西省潼关县为邻。全境东

西长78．4公里，南北宽68．7公里，总面积3011平方公里，折合451万

亩。境内陇海铁路、连(云港市)霍(尔果市)公路横穿东西，呼(和

浩特)北(海)公路纵贯南北，沿黄河有10处渡口，水陆交通方便。

全市辖10镇7乡，433个行政村，11个居委会，3588个村民组。居

民以汉族为主，还有回族、满族等11个少数民族。

灵宝属豫西丘陵山区，地貌复杂多姿，大体是“七山二塬一川”。有

大小山头3702座，大小沟岔9303条。有中山、低山、丘陵及河谷平原

四种地貌。地势南高北低，海拔由北向南自308米逐渐上升至2413．8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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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地下资源丰富，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地上盛产粮、棉、果、

林等，尤其以苹果驰名中外，果园面积40．1万亩，1996年总产4．7亿多

公斤，是全国优质苹果生产基地和外贸基地之一。全市荒山、荒坡可利

用面积为135万亩，具有发展林、牧业的自然优势。有林地面积837450

亩，林木覆盖率为31．1％；有乔灌木60科，141属，380种。境内的草

场分为4大类、4个亚类、13个组和31个型，草场总面积193．5万亩，

占全市总面积的43％。1983年被国家林业部命名为“全国绿化先进县”。

地下有储量可观的金、银、铜、铁、铅、钼、锌等有色金属矿藏和石墨、

蛭石、大理石、石英、磷、硫、水晶石等非金属矿藏，是全国四大黄金

生产基地之一。硫铁矿储量达5000万吨，被列为国家化工部和河南省

“九五”重点投资开发项目。

灵宝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型半干旱气候，年平均温度为13．8。，无

霜期平均215天，全年日照时数为2277．9小时。全市历年平均降雨量为

619．5毫米，市境内秋、冬季为西北风。土壤分潮土、风沙土、褐土、棕

壤土四个大类。’地表水多年平均量为48460．7万立方米，地下水多年平

均量为18200．1万立方米。、

50年代以前，灵宝也是碧水蓝天，四季分明，气候宜人。优越的自

然环境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生活条件，同时，人们利

用这些条件，也创造了美好的社会环境。旧石器时期，即距今100万年

左右，先民们在朱阳弘农涧河北岸已聚落生息，垦荒造田，掘土建室。5000

年前，人们在这里播种五谷，种桑养蚕，划野分州，凿井灌田，建造宫

室。到了商朝，灵宝称桃林，周朝称桃林塞。那时人们已初具环境意识，

从村塞布局到庭院设置，居室、厨灶、厕所、饲养已有明确划分。民国

以前，灵宝没有工业。民国时期，灵宝仅有木器业11户，印刷业6户，

，缝纫业12户，竹器业16户，银炉业3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灵

宝的人口和农、工、商贸、城市建设、文化、教育、卫生防疫等事业发

展很快，到1996年底；全市总人口由建国初期的314974人，增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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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8353人，耕地面积由137万亩减少到834750亩，人均耕地由4．35亩

减少到1．19亩；各种水利设施2767处，其中大中小型水库36座，机电

灌站338处，机井1970眼，有效灌溉面积由建国前的70300亩增加到

307560亩。工业企业在建国时还是空白，到1996年已发展到1000多家，

工业总产值由零增加到423861万元；黄金生产颇具盛名，其年产量从

1993年已超过20万两，居全国县级第二位；商业从乡镇到市区已形成四

通八达的商品流通网络，展现出市场繁荣的新局面；铁路、公路、航运

纵横如网，拥有各种机动车辆2．5万辆；邮电通信十分便利，程控电话、

移动电话、BP机遍布城乡，直通国内外；电力、能源充足，给排水设施

齐全；从市区到乡镇，绿树成荫，四季常青。在社会环境中，5大旅游景

点(亚武山、黄帝陵、函谷关、娘娘山、寺河花果山)和戾太子冢、杨

后陵、．许氏先莹及氏族墓、鱼窟寺、千佛洞等，以及50万年前的动植物

化石、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骨器等，每年吸引大批游客来寻根祭祖或观

光旅游。灵宝以它特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通信和充足的电力能

源条件，以及优越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为其社会与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

物质保障。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经济的持续发展，灵宝的环境质量也在发生

急剧变化。1958年“大办钢铁”，造成全县林木大砍伐、大破坏，成林、

成树比建国初期下降50％；林木、植被面积缩小；乱捕滥猎，过分利用，

使野生动、植物遭到严重破坏。野麝、山鹿、野山羊等比建国初期减少

60％；秦岭的冷杉、巴山冷杉、水曲柳等名贵树种，濒临绝迹；山漆、灵

芝草、菖莆等30多种传统土特产和名贵药材，有20多种低于建国初期

的最高产量。80年代以后，黄金开采El趋加剧，小秦岭山区失去了当年

的风采，弘农涧河、阳平河、枣香河、双桥河、十二里河原为人畜饮用

．和农田灌溉的良好用水，因黄金开采和选矿后的大量废石、废渣和废水

排入河道，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特别是枣香河1，在90年代，已成了氰化

物、汞和废渣混为一体的“粥汤”。经市环境监测站监测：1993年河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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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污染因子化学耗氧量、生化需氧量、总汞、总铅的最高值均超过地表

水五类标准，超标倍数分别为12．3、6．2、2．1、112．1倍；1995年和1996

年监测结果表明，枣香河水质彻底丧失了农田灌溉用水的功能。

优越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遭到污染或破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经济

的发展。这种状况，引起了各级政府的关注和重视。80年代以后，县先

后成立环境保护委员会、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环境保护局，设立了环

境监理站、环境监测站、环境科学研究所和5个环境保护中心所；在各

乡镇和主要工业企业配备了专职或兼职环保管理员，并且明确一名副乡

。(镇)长和副厂长(经理)负责环境保护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

领导下，各级环境保护机构和人员分工负责，坚持为经济建设服务，以

防治污染、保护环境为宗旨，依法对环境进行全面管理。1985年至1997

年，首先是支持发展无污染或轻度污染且易于治理的企业项目，对于百

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和污染严重的新建、扩建或改建项目，都经过环境

影响评价，坚持主体工程与环保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

用的“三同时"制度，先后审批工业企业项目341个，总投资4．2亿元，

其中用于环保设施的资金2049．5万元，占总投资的4．88％；对于已建的

污染严重企业，特别是黄金、化工企业，坚持“谁污染、谁治理”，“谁

排污、谁付费’’，“谁利用、谁补偿’’的原则，采取宣传教育与征收排污

费相结合的办法，督促其进行治理。先后使62家企业完成治理项目69

个，配置环保设施77套(台)，治理和改造锅炉84台，完成上级下达的

限期治理项目13个；对选址不当，或污染严重又无力治理的企业，责令

其关、停、并、转、迁的企业17家，特别是对6个5000吨以下小造纸

厂和13个小型炼铅厂彻底关停；处理污染纠纷41起，赔偿经济损失50

余万元；共征收排污费1438万元，其中用于污染治理的383．7万元，占

征收排污费总额的26．7％(剩余部分，谁家有治理任务，再写申请进行

审批)。通过治理，工业废水外排量已由1991年的1620万吨，降至1996

年的1350万吨，减少20％，其中有18家企业达标排放。境内的7条河

流、3座水库的水质恶化趋势基本得到控制。随着工业企业的发展，全市

1996年工业总产值比1991年增长3倍以上，相应的工业废气排放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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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了1．3倍。城区大气中除总悬浮微粒年、日均值分别超大气环境质

量三级标准(GB3095--82)0．60倍和0．65倍外，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

二因子均在国家规定标准二级之内；噪声也达到或接近国家标准；饮用

水的各项指标均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85)，城区环境

质量稳定。继1994年通过河南省卫生城市验收之后，1995年又荣获全国

卫生城市称号。

1978年至1997年，全面开展生态工程建设，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100平方公里，占总流失面积的65％，其中有50多万亩“三跑田”(跑

土、跑水、跑肥)变为“三保田”(保土、保水、保肥)；完成了80万亩

农田农桐间作，有效地控制和减少了干热风的发生；在沿黄河一线5公

里宽、69．5公里长的范围内，营造了24．3万亩“青年防护林带”，起到

了防风护岸、保护农田、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的作用；同时，在全市范围

内建成了以苹果为主的5大果树带，面积达40．1万亩，既增加了经济效

益，又提高了林木覆盖率，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小气候。到1997年底，已

初步建起了“自给性种植业；支柱性果业，辅助性畜牧业，保护性林

业’’这一具有灵宝特色的区域生态农业主体框架。

近几年来，灵宝市各级政府提高了对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认识，加

强了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领导，环保机构已经建立健全，自上而下形成网

络；监测设施在不断完善，监理手段在逐步加强，人们的环保意识正在

形成，各项保护治理措施力度增大。1997年，全市基本实现碧水蓝天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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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事记

夏时，桃林地处豫州。

夏

周

武王伐纣后，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

安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76年)

韩、赵、魏三家分晋，桃林归韩。

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

初置三川郡，桃林属之。
I

● ·

。 光绪十一年(1885年)

夏六月，黄河水涨，冲崩阌乡县署后房及以东至JLf-]民房百余间，知

县辛元忻修柴堤护之。

光绪十六年(1890年)

孙叔谦调补阌乡县令。为解决黄河冲城之患，请上拨漕款12万两。

开工后，正愁石方无着，忽六月初一，甘涧峪大雨，水暴涨，山石冲下，

堆十多里。遂用此处条石，沿黄河筑拦河石坝12道，拦湖长堤1道。从

此，阕乡县城始免水冲之祸，达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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