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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峻高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1-29 13:11:59发布)  阅读307次 

    该书由追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治水实践入手，对建国初期，即国民经济恢
复与“一五”计划建设时期的治水事业进行了历史考察。建国伊始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
党和政府，为安邦治国，谋划和制定出一系列治理江河水患的重大战略与决策，并积极付
诸实施，新中国的治水事业由此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该书着重探讨了治理淮河、黄河、
长江等大江大河战略与决策形成的背景、历程，及在广大人民群众和水利工程技术人员的
艰苦创业、辛勤努力下，连年泛滥成灾的淮河开始得到全面根治，水患频发的黄河、长江
的防治和全面治理规划先后展开，取得成效。水土流失的治理得到重视。从而初步扭转了
江河水患造成的被动局面，安定了人民生产生活，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
各项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该书还在理论的高度上对新中国治水的成功经验加以系统总
结，对存在的问题和历史教训进行剖析，探索治水的客观规律，鉴往知今，启迪未来。 

《新中国治水事业的起步（1949～1957）》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一、研究的缘起 
二、学术史回顾 
三、研究的方法与思路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治水实践 
第一节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水利实践 
一、毛泽东对根据地水利事业的关注 
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水利实践 
三、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抗洪斗争 
第二节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治水实践 
一、陕甘宁边区的水利建设 
二、晋察冀边区的治水实践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的黄河归故斗争始末 
第四节 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治水的经验总结 

第三章 新中国治水方略的初定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时面临的严峻水利形势 
一、近代中国主要江河的剧变与洪灾的频发 
二、近代对江河治理的探索与进展 
三、新中国成立时江河治理面临的严峻形势 
第二节 建国初期毛泽东治理江河的战略思想 
一、“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二、“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三、“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四、“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来是可以的” 

第四章 根治淮河的起步 
第一节 治淮的先行工程——对沂沭河的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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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东省导沭整沂工程 
二、苏北导沂整沭工程 
第二节 治淮方略的制定 
一、治淮会议的召开和《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的颁布 
二、治理淮河的两个规划 
第三节 对淮河上中下游的治理 
一、淮河上游的治理 
二、淮河中游的治理 
三、淮河下游的治理 
第四节 治理淮河的成就及经验教训 

第五章 黄河的防治与规划 
第一节 黄河防治事业的展开 
一、治黄机构的建立与治黄方针、任务的确立 
二、宽河固堤和兴建石头庄滞洪工程 
三、兴建引黄灌溉济卫工程 
第二节 编制黄河规划与动工兴建三门峡水利枢纽 
一、编制治理黄河的第一个综合规划 
二、动工兴建三门峡水利枢纽 
三、三门峡水库移民工作的经验与教训 
第三节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 

第六章 长江分洪工程的兴建 
第一节 兴建荆江分洪工程 
第二节 汉江杜家台分洪工程的兴建 

第七章 余 论  
第一节 建国初期治水的主要经验 
一、治国必须治水 
二、必须保证治水投资的力度，治水工程建设必须具有适度的超前性 
三、按科学规律治水，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 
四、延揽人才，重用人才，培养人才 
五、绿化荒山，从源头上治理水土流失 
六、农田水利建设常抓不懈 
第二节 若干值得记取的教训 
一、治水应在治标的同时着重治本 
二、举办治水工程必须统筹兼顾，避免畸重畸轻 

附 录 新中国治水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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