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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蔓孵箜翼
△黄河水利委员会大门

(彀鹤仙摄)

71 950年1月出席冶黄工作会议的黄河

水利委员会委员台影

前排左起：钱正英王化云张慧僧

后排左起：袁隆赵明甫江衍坤张，

△1 950年黄河防讯总指挥部成立纪念

前排左起：王化云韩哲一吴芝圃

郭子化牛琮佩

后排左起：袁隆赵明甫江衍坤

张方刘德润孙占彪

(黄河博物馆供稿)



法律条文，可以看见秦封建国家某些基本政策，它肿研

究秦的敢治法律和经济制度是一组很宝贵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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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溺 (黄河上中游管理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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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污水处理厂一g

莎包头钢铁厂焦化厂污水处理设施

陟兰州炼油厂利用废弃的污水沉降池

改造成水上公园

^此页均为郝云摄v



<黄河水利公安干警在险工地段

进行巡视

一王军摄v

(山西霍泉灌区古渠用水管理实行

七分水

^殷鹤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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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陟为防止水事纠纷，黄河小北干流沿岸
群众于清道光二十二年刻的记事碑

陟为调处黄河密城湾水事纠纷
而修筑的马张庄控导工程

睁为排涝和协调金堤河水事纠纷，_。∞．4年

∞月建成的张庄抽排入黄闸

一此页均为殷鹤仙摄v



△黄河档案馆

(此页均为段鹤仙摄)

<黄河档案馆库房

V黄河档案馆藏有历代治河古籍一万余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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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李 鹏

黄河，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的衍源地。黄河与华

夏几千年的文明史密切相关，共同闻名于世界。

黄河自古以来，洪水灾害频繁。历代治河专家和广大人民，在

同黄河水患的长期斗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但是，由于受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一直未能改变

黄河严重为害的历史，丰富的水资源也得不到应有的开发利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对治理黄河十分重

视。1 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

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

代领导人心系人民的安危祸福，对治黄事业非常关怀，亲自处理

了治理黄河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经过黄河流域亿万人民及水利专

家、技术人员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防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

利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黄河流域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治理和开发黄河，兴其利而除其害，是一项光荣伟大的事业，·

也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治黄事业虽已取得

令人鼓舞的成就，但今后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黄河的治理开发，

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们需要继续作出艰苦的努

力。黄河水利委员会主编的《黄河志》，较详尽地反映了黄河的基

本状况，记载了治理黄河的斗争史，汇集了治黄的成果与经验，不

仅对认识黄河、治理开发黄河将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对我国其他

大江大河的治理也有借鉴意义·

1991年8月20日



序
钮茂生

黄河志乘著述甚多，但还未见有河政专著。新编《黄河志》中

设河政专志，记述古今河政得失，补此空白，确是一件好事。

黄河是中国的第二大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由于中游水土

流失严重，生态环境逐渐恶化，下游河道泥沙沉积而高悬于地面，

历史上以水患闻名于世。为治国安邦，历代当朝者无不亲自过问

黄河的整治，设治河机构，派治河官员，立治河法规，掌治河政务。

纵观数千年，有关治河行政事务的记载纷繁众多，归纳剖析可以

看出，每当国家稳定．’河政统一，河事则相对安宁，如东汉、隋、唐

都是河患稀疏的时期；每当国家四分五裂，河政凋敝，则会造成河

患增多，如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到了清代末年，

河政又步入分散旧辙，直到民国年间，封建割据，以邻为壑，黄河

几乎年年决口，甚至一年数决，不堪收拾。

真正实现更新治河观念，充实河政建设，开辟治河事业崭新

局面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0年1月政务院明确黄

河水利委员会为流域机构，开始对黄河进行全面治理。1955年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

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后，黄河水政建设得到加强，水行政管

理职能逐步扩展。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黄河的治理与开发。在黄

河防洪、防凌、开发水电、发展农业灌溉和城市供水、防治水土流

失等各项除害兴利事业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黄河流域经济发展迅速，

工农业生产和城市用水需求剧增，加之水资源污染加重，黄河水



资源的供需矛盾日趋突出，争水、争地的纠纷也逐渐增多，原有的

多“龙”管水的局面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法》的颁布实施，为统一水政、实行水资源统一管理提供了

法律依据，使黄河的治理与开发逐步走上了依法治河的轨道，黄

河的水利法制建设得到了加强，以贯彻实施《水法》为先导，建立

并不断完善层次分明、行业齐全的黄河水法规体系，符合黄河特

点的、调控合理有效的黄河水行政管理体系和有序高效、关系协

调、运转有力的黄河水利执法体系，在统一黄河水政、推进流域管

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制度的实施、统一管理水资源方面取得

了很大进展。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

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前，我国正处在

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重要时期，水利是

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在新形势下，抓紧水利法制体

系建设，是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水利新体制、巩

固和发展水利的重要保障。要进一步加快立法步伐，完善配套法

规。在逐步完善行政管理法规的同时，要加快水利经济立法，健全

执行体系，提高执法水平。

经国务院批准的水利部新“三定"方案，明确了流域机构是水

利部的派出机构、国家授权对其所在流域行使水行政主管部门的

职责。黄河水利委员会要认真履行国家授予的职权，进一步加强

黄河水政水资源管理，加快黄河的治理与开发，发展水利经济，不

断壮大水利基础产业，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黄河河政志》的编纂出版，为研究黄河、开发治理黄河提供

了系统全面的河政资料，古为今用，我相信，这项工作成果不仅对

加强黄河建设事业有重要现实意义，也可以对其他江河水利建设

事业起到有益的借鉴作用。

1994年8月22日



前 言

丰富，黄河上游草原辽阔，中下游有广大的黄土高原和冲积大平原，是我国

农业发展的基地。沿河又有丰富的煤炭、石油、铝、铁等矿藏。长期以来，黄

河中下游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黄河哺育了中华民族的成长，

为我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黄河的治

河下游有记载的决溢达一千余次，并有多次大改道。以孟津为顶点北到津

自古以来，黄河的治理与国家的政治安定和经济盛衰紧密相关。为了驯

传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修筑堤防、引水灌溉。

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黄河失治，决溢频繁，虽然西方科学技术逐步引进我

会制度和科学技术的限制，一直未能改变黄河为害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治黄事业，是从1946年开始的，在解放战争年

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时代，人民治黄工作也进入了新纪元。中国共产党和人民

政府十分关怀治黄工作，1952年10月，毛泽东主席亲临黄河视察，发出“要 ／_。、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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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周恩来总理亲自处理治黄工作的重大问题。为

了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从50年代初就有组织、有计划地对黄河

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考察，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做了许多基础工作。

1954年编制出《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

合规划的决议》，人民治黄事业从此进入了一个全面治理、综合开发的历史

新阶段。在国务院和黄河流域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经过亿万群众和广

大治黄职工的艰苦奋斗，黄河的治理开发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在黄

河下游基本建成防洪工程体系，并组建了强大的人防体系，已连续夺取四十

多年伏秋大汛不决口的伟大胜利，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以顺利进行；在中

上游建成了许多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流域内灌溉面积和向城市、工矿企业

供水有了很大发展，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黄土高原地区开

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水土保持工作，取得了为当地兴利、为黄河减沙的明

显成效；河口的治理为三角洲的开发创造了条件。如今，古老黄河发生了历

史性的重大变化。这些成就被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治理和开发黄河，是一项光荣而伟大的事业，也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

践、再认识的过程。治黄事业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

黄河本身未被认识的领域还很多，有待于人们的继续实践和认识。

编纂这部《黄河志》，主要是根据水利部关于编纂江河水利志的安排部

署，翔实而系统地反映黄河流域自然和社会经济概况，古今治河事业的兴衰

起伏、重大成就、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以及经验教训，从而探索规律，策励将

来。由于黄河历史悠久，治河的典籍较多，这部志书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

既概要地介绍了古代的治河活动，又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黄

河治理开发的历程。编志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

础，遵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事求是地记述黄

河的历史和现状。

《黄河志》共分十一卷，各卷自成一册。卷一大事记；卷二流域综述；卷三

水文志；卷四勘测志，卷五科学研究志；卷六规划志；卷七防洪志；卷八水土

保持志；卷九水利水电工程志；卷十河政志；卷十一人文志。各卷分别由黄河

水利委员会所属单位及组织的专志编纂委员会承编。全志以文为主，图、表、

照片分别穿插各志之中。力求文图并茂，资料翔实，使它成为较详尽地反映

黄河的河情，具体记载中国人民治理黄河的艰苦斗争史，能体现时代特点的

新型志书。它将为今后治黄工作提供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并使关心黄河的



人士了解治黄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在伟大的治黄事业中发挥经世致用的功

能。

新编《黄河志》工程浩大，规模空前，是治黄史上的一项盛举。在水利部

的亲切关怀下，黄河水利委员会和黄河流域各省(区)水利(水保)厅(局)投

入许多人力，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并得到流域内外编志部门、科研单位、大专

院校和国内外专家、学者及广大热心治黄人士的大力支持与帮助。由于对大

规模的、系统全面的编志工作缺乏经验，加之采取分卷逐步出版，增加了总

纂的难度，难免还会有许多缺漏和不足之处，恳切希望各界人士多加指正。

黄河志编纂委员会

1991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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