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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淮河志>是中国江河志的组成部分，共分7卷，各卷独立成书。内容

包括：淮河大事记，淮河综述志，淮河水文、勘测、科教志，淮河规划志，淮

河治理与开发志，淮河水利管理志和淮河人文志。

本卷为淮河大事记，以时间为序排列，一事一记。大事记按历史纪年

的顺序，结合淮河流域重大变化的实际情况，共分为4个时期，即(1)夏

朝至北宋，(2)南宋至清朝，(3)民国时期，(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国以

前按朝代年号(加注公元纪年)列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按公元纪

年列述。

本书可供水利系统有关干部、管理人员、高等学校师生以及对史志感

兴趣的读者阅读和参考。

<淮河志》第一卷

淮河大事记
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淮河志>编纂委员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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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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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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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入海出路受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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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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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将沂沭洒流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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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海水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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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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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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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古代与黄河、长江、济水齐名，并称为“四渎”，现为我国七大江

河之一。淮河流域地处中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是中华民族

灿烂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这里有着悠久的治水历史、丰富的人文景观和水利

遗产，如古代灌溉工程芍陂、人工运河邗沟、鸿沟、京杭运河、浮山堰、洪

泽湖大堤等。这些工程闪烁着古代劳动人民改造自然，征服淮河的智慧之

光，在中国水利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自12世纪以后，由于黄河长期夺淮的影响，淮河流域就逐渐沦为重灾

区，古代劳动人民在与黄淮洪水进行不懈的斗争中，创造了许多光辉的业

绩，积累了许多宝贵的治水技术资料和治水经验，这些都是值得认真研究和

总结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作出根治淮

河的英明决策，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毛泽东

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庄严号召，从此，开创了人民治淮的新

纪元。46年来，淮河的治理与开发，在国家的统一部署下，经过流域四省

人民的艰苦奋斗、团结治水，取得的巨大的成就，对防洪、减灾、促进国民

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起了积极作用。

新中国治淮的伟大壮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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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治淮事业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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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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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提倡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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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河水利志属于地方志的范畴，它既是地方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水利部门一项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原水电部和水利部对编纂江河水利志

工作都很重视，先后多次召开编写工作会议，作出了具体部署。



淮河水利委员会立即组织一批治淮老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开展编纂

《淮河志>的工作，在流域四省水利部门的支持下，编写人员孜孜不倦，经

过十年努力，完成了七卷《淮河志》著述，这是新中国治淮史上的一件大

事。

《淮河志>丛书的编纂者，本着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以淮河的

治理与开发为中心，用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全面记述了淮河治理发展

史、新中国治淮的伟大成就和经验教训。《淮河志：》系列志书的出版发行，

是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千秋大业。

在这里，我仅向全体《淮河志>编纂工作者的辛勤劳动，表示诚挚的感

谢。

杨振怀
1996年6月4日

～



序

淮河是流经中原腹地，并与秦岭构成我国南北气候、物候分界线的河

流。河长1000公里，流域面积27万平方公里，地位十分重要。从发掘的文

化遗址看，淮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也是我国古代水利开

发较早的地区。历史上由于黄河长期夺淮，破坏了淮河原来的排水系统，使

淮河流域成为多灾多难的地区，劳动人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党中央十分关心淮河的治理，把抗美援朝与

治淮作为抵御外侮和治理内患的两项重大决策。毛泽东主席发出了“一定要

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政务院会议，作出了《关于

治理淮河的决定>。从此，在流域四省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治淮群众运动。46

年来，人民治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全流域经济建设得到很大的发展，

人民生活有了较大改善。但是，还有不小的差距。淮河修不好，淮河流域经

济就上不去；经济不振兴，反过来也影响治淮事业。治淮事业任重而道远。

1991年夏季，淮河流域发生洪涝灾害后，江泽民、李鹏、乔石等中央领

导同志多次视察淮河，对治理淮河作出了许多重要指示。李鹏总理指出，淮

河不根治，党中央心不安。国务院召开了四次治淮、治太会议，作出治理淮

河、治理太湖的决定，掀起了新中国第二次治淮高潮。“八五”期间，治淮

完成的投资总额达48亿元，是治淮事业快速发展的阶段，为淮河水利发展

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和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把水利摆到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首位，这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战略决策，为治淮事业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九五”期间，要继续贯彻国务院治淮的决定，加

快治理淮河的步伐，全面完成1991年国务院治淮、治太决定中确定的骨干

工程任务，使治淮以崭新的面貌跨入21世纪。

淮河及水利史的大量事实说明：善治国者必善治水，除水害、兴水利是

治国安邦的大事。“盛世修志”，观今鉴古。淮河水利委员会组织了修志工

作，在流域四省水利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历经十年，完成了七卷《淮河志>。

该套志书用翔实的资料，全面记述了淮河治理与开发的历程，重点反映



了新中国治淮的伟大成就和经验教训。<淮河志>系列丛书的出版发行，不

仅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也是淮河流域人民的一项文化建设，

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成果，相信它对促进治淮事业的发展和精神文明建

设，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钮茂生
1996年5月1日



音告 士
月IJ 。昌

淮河，是我国中原大地上的一条古老河流。古代它与黄河、长江、济水

齐名，并称为“四渎”；在当代被列为我国七大江河之一。

淮河流域地处我国南北气候过渡地带，它与秦岭山脉构成了我国的南北

物候分界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杰地灵，

人类活动历史悠久，是我国经济、文化繁荣发达较早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华

民族灿烂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淮河流域在我国数千年文明发展史上，始终占

有极其重要的位置，素有“江淮熟，天下足”的美誉。悠久的治水历史，丰

富的人文景观和一批古代水利工程遗产，无不闪烁着古代劳动人民改造自

然，征服淮河的智慧之光。

淮河儿女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我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多次燃起农

民起义的烈火，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无数历

史事实证明，许多有远见的政治家都十分重视淮河流域的战略地位。在改朝

换代的纷争年代里，淮河流域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许多著名政治家、军事

家、思想家活动的历史舞台。一批历史风云人物，在淮河大地上，施展他们

的雄才大略，导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剧。

淮河在12世纪以前，独流入海，尾闾通畅，水旱灾害比较少，民间流

传着“走于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赞美；12世纪以后，由于黄河长期夺淮

的影响，淮河流域逐渐沦为水旱灾害频繁的地区。历代劳动人民在与黄、淮

洪水进行不懈的斗争中，创造了许多辉煌的业绩，积累了许多宝贵的治水经

验，这些都是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的。

新中国成立后，在百废待兴，国家经济处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共

产党从人民利益出发，作出了根治淮河的英明决策。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

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毛泽东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庄严

号召。从此，开创了人民治淮的新时代。1991年江淮大水之后，国务院及时

召开治淮、治太会议，作出<关于进一步治理淮河和太湖的决定>，并连续四

次召开治淮工作会议，掀起第二次大规模治淮高潮，并在全流域健康发展。

46年来，淮河的治理与开发，在国家的统一部署下，经过流域四省人民的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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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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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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委根据水利部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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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志，各个编纂者的水平和掌握资料不同，编写思路各异，各卷出版时间有先

有后，这些因素都给志书总纂带来了困难。各位主编、副主编、总编、副总

编，主审、副主审以及顾问等虽尽心尽责，认真细致地进行审查修改、统稿

和编辑加工，但是，由于水平有限，志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热诚欢迎广大

读者批评指正。

本志书以文字记述为主体，并配有大量的照片、图、表，以增强志书的

可读性，体现了新型志书的时代特点和江河志特点。

<淮河志>计划编写260万字，共分七卷，各卷独立成书，自成一本。

今年出版第一卷，其它各卷从明年开始陆续出版。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

第七卷

<淮河大事记>

<淮河综述志>

<淮河水文、勘测、科教志>

<淮河规划志>

<淮河治理与开发志>

<淮河水利管理志>

<淮河人文志>

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淮河志>总编室
1996年5月16 El



凡 例

一、<淮河志>是中国江河志的组成部分。本志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准确反映史实，力

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书坚持“统合古今，详今略古”和“存真求实”的原则，突出

淮河治理的特点，如实地记述客观事物的实际，充分反映当代治淮的巨大成

就。

三、本志书以志为主体，辅以述、记、传、图、表、录、照片等。篇目

采取横排门类，纵述始末，兼有纵横结合的内容编排。全志书共设七卷，各

卷既是全志的组成部分，又是相对独立的专业分志。各卷一般设篇、章、节

三级，目和以下层次用一、(一)、1、(1)序号表示。

四、本志书除引文外，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文风力求简洁、明

快、严谨、朴实，做到言简意赅，文约事丰，述而不论，寓褒贬于事物的记

述之中。

五、本志书的断限：上限不求一致，追溯事物起源，以阐明历史演变过

程。下限一般至1990年底，大事记和某些重大工程和事件下延至脱稿之日。

六、本志书在编写过程中，广征博取资料，资料来源主要是文献、档

案、正式出版物，国家机关正式文件和当事人的笔录等。所用资料都经过了

审核。力求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准确完整，翔实可靠。

七、本志书文字采用简化字，以1964年国务院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古籍引文及古人名、地名，简化后容易引起误解的仍用繁体字。标点符号，

以1990年3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新闻出版署修订发布的

<标点符号用法>为准。水利专用名词，以<中国水利百科全书>为准。

八、本志书中的单位机构名称，在各卷中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并加括号

注明简称，第二次出现时酌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志书中第一次

出现时用全称，其后均用新中国成立前、后称谓。

人名一般不冠褒贬。古今地名不同时，在括号内加注今名。历史朝代称

号，除汪伪政权和伪满洲国外，均不加“伪”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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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志书计量单位，以1984年2月27日，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并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使用方

法>，在使用时，一般采用中文名称的全称。公元前21世纪至1949年历史

上使用的旧计量单位，仍按原资料记载；。1950年以后则一律使用法定计量

单位。

十、本志书历史纪年时间，1912年(民国元年)以前，一律用朝代年

号，用括号注明公元纪年(在同篇中出现较多、时间接近，便于推算，则不

必屡注>。1912年以后，只用民国加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只用公元

纪年。

十一、本志书海拔高程均采用废黄河零点基面。



主 编

副主编

编 委

名誉顾问

顾 问

《淮河志》第一届编纂委员会

(1983年12月～1992年11月)

团
蔡敬荀 潘人龙 胡廷洪 方福均 孙贻让

李伯星郭起光

睦植刭 王之俊王文琴 巨祖劂 尤家煌

方佩英 方福均 申屠善 孙太先 孙贻让

吕尊宏 宋乃聪 邵 正 杨民钦 陈业澜

陈国才J 吴本瑞 李伯星 张友德 赵应奇

胡廷洪 圃 聂守智 圆 圈
徐宗道 郭起光 潘人龙 潘齐德 蔡敬苟

团 陈克天 李苏波 囵 圈
张祚荫 卧培型熙梯刮

华士乾 邢丕绪陈志劂 陈 惺 邹进上

张兰阁 张次宾 张沛文 林衍经 姜国亭

胡焕庸姚榜义



《淮河志》第二届编纂委员会

(1992年11月25日～1995年7月)

主任委员 赵武京

副主任委员 杨民钦 吴本瑞 李日旭 杨保珍 戴玉凯

王守福

委 员 王玉太 方佩英+申屠善 王润海 刘 勇

谭福甲 唐元海 吴宗越 吴国柱 李良义

朱华康 葛荣彬 邱绵茹 刘殿家 向茂森

高友章 夏邦杰 张友德 徐泺初 袁长极

王之俊赵承普 李伯星 朱起凤

顾 问 蔡敬荀 郭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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