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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治水大事记 
（1949年10月～1958年3月） 

1949年 

9月，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派主持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

领》。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其中，第34条规

定“应注意兴修水利，防洪防旱”；第36条规定“疏浚河流，推广水运”。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下设水利部，统管全国水资源的开

发、管理和防洪除涝工作。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任水利部部长，李葆华、
张含英任副部长。 

10月，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成立。农业部下设农田水利局，主管全国的农田水利工作。

1952年农田水利局划归水利部建制，农田水利业务由水利部管理。 

11月8日至21日，水利部在北京举行全国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会议提出建国初期水利

建设的基本方针是：“防止水患，兴修水利，以达到大量发展生产之目的”；1950年水利
工作的重点是：“在受洪水威胁的地区，应着重于防洪排水，在干旱地区，则应着重开渠
灌溉，以保障与增加农业的生产。同时，应加强水利事业的调查研究工作，以打下今后长
期水利建设的基础”。关于组织领导问题，拟设置黄河水利委员会、长江水利委员会、淮
河水利工程总局，由水利部直接领导；各省设水利局，各专区各县设水利科（局）。 

1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部分代表，用大禹
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鼓励水利工作者要为人民除害造福。他说，水利部的工作和
各方面都有关系，必须要搞好，否则，全盘的计划都会受影响。水利工作搞得好，可事半
功倍，堵住洪水，不但对农业部、林垦部、交通部、燃料工业部，甚至对财政部都有直接
间接的帮助，贡献很大。他指出，水利做的是开路的工作，种树的工作。假如能把全部水
都利用，那将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业，以自然科学界来说，要为人民服务还有比这更直接
的吗？水利工作是最有前途的，将来不只诸位去做水利工作，我们还应该动员更多的青年
去学习做水利工作。 

11月26日至29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在徐州市召开沂沭汶运治导会议。会议肯定了山
东省提出的治沂必先治沭而后泗运，沂沭泗采取分治，沂沭分道入海的方针。导沭以山东
为主，苏北为辅；导沂以苏北为主，山东为辅。会议决定沂沭泗流量分配和放水时间为：

沂河6000立方米/秒由苏北入海，1951年放水；沭河4500立方米/秒，在山东导沭经沙入海

3500立方米/秒，1952年放水，另1000立方米/秒仍由沭河故道经新沂河入海；泗河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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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米/秒，以后由不牢河及韩庄运河分泄，经苏北六塘河入海。 

12月1日，导沭第二期工程动工，1950年1月3日结工。该期调集民工3万人，集中开挖新

沭河引河段石方工程，完成土石方61.3万立方米，用工90.9万个。 

1950年 

1月22日至30日，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开封召开了治黄工作会议，水利部副部长张含英参加
了会议。会议确立了“除害兴利”的治黄总方针，决定对黄河下游大堤进行培修加固，并

举办引黄灌溉济卫工程。会议还讨论通过了1950年治黄工作方针和任务，1950年工作计划
和预算草案，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编制草案和工作制度等。 

1950年治黄工作方针是：以防御比1949年更高的洪水为目标，加强堤坝工程，大力组织防
汛，确保大堤不准溃决。同时，对观测工作、水土保持工作及灌溉工程，亦应认真的迅速
的进行，搜集基本资料，加以分析研究，为根本治理黄河创造条件。 

2月，政务院决定将黄河水利委员会改组成流域性机构，所有山东、平原、河南三省之黄河
河务机构，统归黄河水利委员会直接领导，并仍受各所在地省人民政府之指导。 

3月19日，第三期导沭工程开工，5月21日结工。共调民工6万人，仍集中开挖新沭河引河

石方工程，完成土石方199.65万立方米，用工日351.73万个。 

3月20日，鉴于1949年全国发生大面积水灾，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政务院

总理周恩来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共同签发《政务院关于1950年水利春修的指示》。《指
示》说：“今年水利建设的方针，仍以防洪、排水和灌溉为首要任务。”春修工程要“以

黄河、长江、淮河等主要河流为工作的重点”，提高工程质量，以期“保证再遇1949年同
样的洪水也不生溃决”。 

4月14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28次政务会议，在讨论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董其武《关于
绥远工作情况的报告》时强调，保持水土的重要措施就是种树。 

4月24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指示对丰满水电站进行加固。该电站是我国当时最
大的水电站，始建于伪满时期，质量极差，大坝已处于岌岌可危状态。加固工程于当年汛
前完工，保证了安全渡汛。 

5月16日，周恩来和林垦部部长梁希联名签署《关于林业工作的指示》。《指示》说：我
国现存有的森林面积已经很小，但全国“大部分地区对森林的破坏和滥伐行为，迄未停
止”。鉴于这一情况，当前林业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是：（一）“以普遍护林为主，严格禁
止一切破坏森林的行为”；（二）“在风沙水旱灾害严重的地区，只要有群众基础，并备
种苗条件，应选择重点，发动群众，斟酌土壤气候各种情形，有计划地进行造林”；
（三）“制订各森林区的合理采伐计划，并推行节约木材的社会运动”。 

5月19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33次政务会议。在讨论中央救灾工作视察团的工作报告时
说：中国是个农业国，河流长期失修，“是多灾多难的国家”，“江、淮、河、汉，几乎
年年有灾”。现在人民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准备大兴水利，治理水灾。 

5月，水利部召开建国后第一次全国防汛会议，明确当年防汛的方针和任务，并对组织领
导、经费、报汛等有关问题作了具体的规定。 

5月29日，中南区防汛会议在汉口召开，由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部长刘斐主持，副部长
林一山传达了全国防汛会议精神；据长江水利委员会制订的防汛暂行办法：汉口站的报汛

水位为25.35米、危险水位为26.57米，九江站的报汛水位为17.16米、危险水位为20.27
米。 

6月3日，中央防汛总指挥部成立，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兼主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和中国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部长李涛兼副主任。1950年6月7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各级
防汛机构的决定》。 



6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出《关于建立各级防汛机构的决定》。中央设防汛总指挥
部，省、地、县各级以地方行政为主体，邀请各地人民解放军代表参加，组成统一的防汛
机构。黄河下游山东、平原、河南三省设黄河防汛总指挥部，受中央防汛总指挥部领导。
三省各级黄河防汛指挥部，受黄河防汛总指挥部之领导。 

6月26日，周恩来在第37次政务会议上讨论西北地区民族工作时，作总结发言。其中提
出，“要多在少数民族地区搞水利，用雪山的流水来灌溉。” 
6月27日至7月14日，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同副部长张含英、苏联顾问布可夫、黄河水利委员
会副主任赵明甫、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等一行对黄河进行了查勘，视察了黄河堤防，勘定
了“引黄灌溉济卫工程”渠首的位置，查勘比较了潼关至孟津蓄水库的库址坝址，以准备
黄河治本工作。 

6月28日，黄河防汛总指挥部成立，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吴芝圃任主任，山东省人民政府
副主席郭子化、平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韩哲一、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任副主任。 

7月，淮河大水。河南、安徽两省淹地4300万亩，受灾人口1300余万人。 

7月14日，周恩来在审阅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兼财经委员会主任曾山拟在华东军政委员
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的《关于华东财经工作的报告》后，致电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
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任饶漱石与曾山，提出“水利工作除谈成绩外，对缺乏计划、尚有
严重浪费应提到”。 

7月20日，毛泽东看了华东防汛总指挥部给中央防汛总指挥部关于淮河水灾的电报后，当
即将这封电报批给周恩来：“周：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
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
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如何，请酌办。” 

7月22日，就7月中旬以来淮河中游水势仍然猛涨一事，周恩来约请董必武、薄一波、傅作
义、李葆华、张含英等研究防灾救灾工作和导淮工程问题。最后决定由水利部和中央财经
委员会计划局负责草拟导淮的根本方针与明年度水利计划。 

7月22日至8月9日，燃料工业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水力发电工程会议，朱德总司令亲
临大会作了重要指示。会议代表建议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水力资源多搞水电，确定了水电

恢复与建设的方针和任务，并提出了会议决议报告，1950年11月17日经政务院第59次政
务会议通过了这个决议。决议规定水电建设的方针与任务是：“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与重点
建设的方针下，根据目前我国战略上及发展工业地区的急需，今后几年内应分别轻重缓
急，有重点地大量进行勘测与设计工作，并应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中国的水电
事业，以供给其他工业所需的廉价动力”。会议还确定集中力量进行黄河上游清水河、甘
肃兰州朱喇嘛峡、云南东川、四川长寿和湖南资水等地的勘探、规划与设计工作，并加速
东北小丰满堤坝的修复与电机装配工程的早日完成。福建古田溪、云南石龙坝、贵州修文
以及其他为直接促进当地工农业的恢复与发展而有经济价值的小型水电厂，均应继续完成
其未完工程。会议同时决定成立“水力发电工程局”，统一领导全国水电建设。此工程局
为燃料工业部部内局。政务院任命黄育贤为局长、张铁铮为副局长。 
7月，淮河水利专科学校成立。1949年8月原导淮委员会附设水利职业学校由南京迁往高

邮，并入苏北建设学校，设水利科。1950年5月苏北建设学校水利科迁回南京，与华东水
利部南京水文训练班合并，成立淮河水利专科学校，属淮河水利工程总局领导。刘宠光、

汪胡桢为正、副校长。1951年7月，淮河水利专科学校改称华东水利专科学校，直属华东
水利部领导。 

8月5日，毛泽东看到中共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等致电华东局、华东军政委员会并转中央
关于皖北洪水灾情的电报，落了眼泪。他在“不少是全村淹没”、“被毒蛇咬死者”、

“统计489人”等处划了横线，并批道：“周：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

阅。此计划8月份务必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8月24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周恩来作《建设与团结》的讲话。指
出，旧中国水政荒废，李仪祉这样的科学家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有一个南京河海工程
专门学校，也得不到支持”；“花园口的决堤造成了极大灾难，创伤至今未能平复”。他
说：配合土改，“第一，兴修水利。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
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从新民主主义开步走，为我们自己和我们
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



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 

8月25日至9月12日，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在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与参与下，中央人民
政府水利部在北京召开治淮会议。会议提出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治淮会议根据这一方
针做出了淮河上游以蓄洪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则开辟入海水道的重
大决策。 

8月30日，周恩来约黄敬谈海河工程。 

8月31日，毛泽东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向周恩来转报中共苏北区委对治淮意见的电报上写
道：“周：此电第三项有关改变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
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 

9月2日，周恩来约董必武、薄一波、傅作义等开会，研究治淮计划。会议决定：（一）治
淮必须江苏、安徽、河南三省同时动手，做到专家、群众和政府三者结合，新式专家和土

专家相结合。（二）到9月订出动员和勘探的具体计划，10月动工。以3年为期，根除淮河
水患。 

9月21日，周恩来约傅作义、李葆华谈话，要他们加紧督促实施治淮工程计划。 
9月21日晚，毛泽东将中共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给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并转周
恩来、董必武、陈云、薄一波等中央领导人，报告皖北灾民拥护治淮决定情况的电报再次

批给周恩来：“周：现已9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
早日开工。” 

9月22日，周恩来接21日晚毛泽东关于“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的批示后，致信毛泽东、
刘少奇、朱德、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说明关于治淮的两份文件已送华东、中南军政委

员会审议，待饶漱石、邓子恢10月初来京时再作最后决定；至于治淮工程计划，则已由水
利部及各地开始付之实施，因时机不容再误。同日，周恩来致信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并
转傅作义、李葆华、张含英：为了保证治淮工程计划的顺利实施，“凡紧急工程依照计划
需提前拨款者，亦望水利部呈报中财委核支，凡需经政务院令各部门各地方调拨人员物资
者，望水利部迅即代理文电交（政务）院核发”。 

10月1日，邓子恢、薄一波向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汇报荆江分洪工程设计方案。 

10月1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指出：治理淮河的方针，应蓄泄兼筹，
以达根治之目的。“蓄泄兼筹”方针至今仍为全国水利工作者所遵循。 

10月22日，第四期导沭工程开工，至12月28日结工。该期工程主要是开挖新沭河引河及老

沭河、新沭河筑堤，工段长100余公里。同时，动工兴建老沭河拦河坝、穿沭涵洞等工

程。本期施工共调集民工19.3万人，完成土石方944万立方米，工日1012万个。 

10月27日，周恩来主持第56次政务会议，任命曾山为治淮委员会主任，曾希圣、吴芝圃、
刘宠光、惠浴宇为副主任。 

11月3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57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傅作义作的《关于治理淮河问题的
报告》时发言：尽管长江、淮河、黄河、汉水都有水灾，但是淮灾最急，是非治不可的，
“而且要治黄也不是那么容易，要有更大的计划，不是一年内勘测得清楚的”。因此，国
家在抗美援朝军费开支骤增、财政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中财委仍然拨款大力支持治淮。根
据国家财力、物力等实际情况，治理淮河的原则是：“一、统筹兼顾，标本兼施”；
“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三、分期完成，加紧进行”；“四、集中领导，分工合
作”；“五、以工代赈，重点治淮”。“治淮总的方向是：上游蓄水，中游蓄泄并重，下
游以泄水为主。从水量的处理来说，主要还是泄水，以泄洪入海为主，泄不出的才蓄起
来。”“这次治水计划，上下游的利益都要照顾到，并且还应有利于灌溉农田，上游蓄水
注意配合发电，下游注意配合航运。”周恩来的一系列论述，是对毛泽东根治淮河战略意
图的具体化。 

11月6日，治淮委员会成立，在蚌埠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会议研究了河南、皖北、
苏北所提出的工程初步计划，根据“三省共保、统筹兼顾、互相照顾、互相配合”的精

神，拟定了1951年治淮工程计划。治淮委员会以下分设河南、皖北、苏北三省、区治淮指



挥部。 

11月9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布《中南地区土地改革中工程留用土地办法》。规定各大河

流干堤，堤外距堤脚100米及堤内距堤脚50米以内之土地一律收归国有，如堤外临河无

地，则将堤内留用土地扩展为100至150米。 

11月17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59次政务会议。在讨论燃料工业部副部长李范一作的《关
于第一次全国水电工程会议的报告》时说：我们的水利发电是大有前途的，今后的问题是
怎样使理想变成现实。由于国际形势紧张，今后一个时期发展水电的重点应放在内地，即
在西北、西南和华北；在和平时期，沿海当然也可以成为水利发电的重点。 

11月21日、22日，周恩来出席研究第一期治淮工程问题的会议。 

11月23日至12月7日，1950年全国水利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了1950年水利工作的成

绩、经验和不足。傅作义部长在工作报告中，提出3年以内水利工作的根本方针是：“大力
防治水患，有重点地进行河流治本工程，兼及上游水土保持，以求初步消灭严重水灾，同
时兴修灌溉工程，以减轻旱灾”。 

冬，周恩来给邓子恢写信谈修建荆江分洪工程问题。派李葆华持信到武汉，请邓子恢召集
中南局会议征求意见，向湖北张难先、湖南程潜等做说服工作。 

1951年 

1月12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67次政务会议。傅作义代表水利部作《关于水利工作1950
年的总结和1951年的方针与任务》的报告。在讨论这一报告时，周恩来就治水理论、工作
方针和步骤、统一性与积极性、计划性与临时性、工作重心、义务工与工资制等问题作了
结论性发言。他说，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治水理论，只是那些理论对于今天的情况来
说，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要把治水理论提高一步，即从现在的蓄泄并重，提高到以蓄为
主；从现在的防洪防汛，减少灾害，提高到保持水土，发展水利，达到用水之目的。水可
用以灌溉、航行，还可用以发电。他指出，治水要在科学限度内发挥积极性，工作要时

间，更要各方面配合，比如治淮要豫皖苏三省配合，治理长江更要14省的配合。工作中，
失去了步骤，失去了联系和配合，不易做好。他强调，长江的荆江分洪工程，在必要时要
用大力修治。否则，一旦决口，就会成为第二个淮河。 

2月3日，黄河下游凌汛，利津县王庄黄河北岸大堤决口，口门宽达216米。溃水流经沾化

县境内，越过徒骇河入海，泛区宽14公里，长40公里，有122个村庄、85415人、43万亩

地受灾，倒塌房屋8641间，死亡6人。迄今为止，这是新中国黄河下游仅有的两次决口之
一。决口当天，山东省黄河河务局局长江衍坤、惠民专署专员陈梅川等即赶赴王庄，组织

抢救安置工作。3月21日，王庄堵口工程开工，4月7日合龙，5月20日复堤工程完工。 

2月14日至24日，林垦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林业会议，决定选择重点进行封山育林，在淮
河、辽河、永定河及黄河上游选择重点营造水源林，在豫东、东北西部、西北的三边、榆
林等地营造防沙林。 

3月17日至5月4日，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等视察了淮河上中下游的水库、洼地蓄洪工程、堤
防及入江水道，并与水利部顾问苏联专家布可夫、治淮委员会工程部部长汪胡桢等举行了
座谈会，参加了治淮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会议。 

3月22日，江西省兴国水土保持实验区正式成立。这一实验区位于兴国县渣江区，面积约

40平方公里。主要工作内容为：1、设立林站，推行封山育林、造林植草、培育树苗、采

集草种；2、改良耕作方法，试行阶田、沿等高线种植和轮作等；3、修筑拦砂坝250座，

挖顺等高线沟14公里；4、设立水文站及迳流、冲蚀试验小区，观测研究迳流、冲蚀与降
雨、植被及其他因素的关系。 

3月25日，第五期导沭工程开工，至8月20日结工。该期工程主要是开挖新沭河引河、新沭

河筑堤，共调集民工8.1万人，完成土石方447.8万立方米，用工日330.9万个。 

3月，福建省古田溪梯级电站一级一期主体工程正式动工，成为全国解放后最早开工的一个



重点水电建设工程。这期工程包括当时国内水电系统最长的引水隧洞（1758米）开挖和全

国第一座地下发电厂房建筑，安装2台6000千瓦机组。至1953年这一建设项目列入国家第
一个五年计划，成为重点项目。 

4月5日，周恩来致电华东饶漱石、曾山，并请转告曾希圣，决定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不兼
治淮总顾问。 

4月7日，治淮委员会副主任曾希圣、工程部部长汪胡桢、水利部顾问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
等，从蚌埠经临淮关、浮山、盱眙、蒋坝等地实地查勘研究淮河中下段情况。 

4月19日，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偕布可夫、苏北行署主任惠浴宇，查勘了入江水道进口处、
三河闸及高良涧闸闸址、洪泽湖大堤，然后至淮安查勘灌溉总渠经过淮安的路线和运东闸
闸址。再往高宝湖、邵伯湖，查看了马棚湾、清水潭、御码头的决口处和归海坝，以及归
江河道上的万福桥、二道桥、头道桥、江家桥，并了解归江河道汇流入三江营的情况。 

4月26日，治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召开，5月2日结束。曾山、曾希圣、吴芝圃、
惠浴宇、刘宠光、黄岩、林一山、吴觉、汪胡桢、钱正英、陆学斌、万金培及各省区代表

63人出席，傅作义部长、李葆华副部长到会指导。会议讨论了上中下游冬春工程情况和关

于治淮方略的报告，提出了1952年度工作纲要。会议决议指出：“依据1931年及1950年
水文计算并参照1921年下游洪水估算和上游蓄洪能力”，下游以“洪水总来量800亿立方

米计算，洪泽湖水位为14米，中渡流量为8000立方米/秒”，“为使淮河畅泄入江，水流
有一定的河槽，便利航运，并使洪泽湖成为有控制的水库，增加蓄洪效能，兼备苏北农田
灌溉之用”，“必须采取洪泽湖与淮河分开的办法。” 

4月，分沂入沭及整沂工程开工，分3期施工，至1953年底完工。主要工程项目包括：开挖
分沂入沭引河，沂河筑堤、裁弯切滩、开挖中泓河槽及溢洪道，白马河筑堤、裁弯等。共

计动员民工30.6万人次，完成土石方1550.25万立方米，用工日991.2万个。 

5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治淮视察团一行32人，由邵力子代团长率领到达蚌埠。代表团先赴
安徽、河南，然后到苏北向治淮民工、干部表示亲切慰问，将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一定
要把淮河修好”的四面锦旗，分别授予治淮委员会及豫、皖、苏三省区治淮机构，并发表

《告淮河流域同胞书》。5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
召。 

5月17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出《关于预防黄河异常洪水的决定》。为预防黄河异
常洪水，避免严重灾害，在中游水库未完成前，同意平原省及华北事务部提议在下游各地

分期进行滞洪分洪工程。第一期工程以陕州流量23000立方米/秒洪水为防御目标，在沁河
南堤与黄河北堤中间地区、北金堤以南地区、东平湖区，分别修筑滞洪工程。第二期工程

以陕州流量29000立方米/秒洪水或更大洪水为防御目标，在平原省阳武、原武一带，结合
放淤，计划蓄洪工程，期能改善该区沙碱土地，同时并可分蓄黄河过量洪水。 

6月7日，第六期导沭工程开工，12月30日结工。主要修筑新、老沭河堤防和老沭河拦河

坝，开挖新沭河，共调集民工15.8万人，完成土石方637.5万立方米，用工日605.3万个。 

6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由总理周恩署名，发布《关于加强防汛工作的指示》。其内
容主要是加强领导机构，密切上下游及邻近地段的联系；组织群众，并做好汛前准备工
作；检查堤防、涵闸，消灭隐患；提高预见性，防止麻痹大意，对异常水位预筹措施。 

7月10日，治淮委员会召开河南、皖北、苏北三省区负责同志联席会议（后更名为第三次

全体委员会议）。12日，曾山、曾希圣、吴芝圃、惠浴宇等7人署名提出《关于治淮方案
的补充报告》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中央中南局和水利部。
报告提出第二次淮委会议所拟治淮方略，有工程过大之感，为此联席会议再次研究中游工
程和入海水道是否开辟与润河集蓄水位等问题。 

7月26日，水利部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治淮会议开幕。会议由傅作义部长主持，淮委曾希
圣、河南彭晓林、苏北惠浴宇汇报了工程情况，水利部谢家泽作了淮河水文计算的报告。

会议着重研讨了治淮工程的具体规划，1952年工程项目和经费问题。核定淮河洪水总量为

760亿立方米，上中游有效蓄洪量为120亿立方米，“下泄至洪泽湖的最大流量为11400立



方米/秒，经过洪泽湖调节，并由苏北灌溉总渠分泄入海700立方米/秒以后，三河最大流量

可不超过7000立方米/秒”。因此，会议认为“入海水道可以不再开辟，改由洪泽湖至黄海
修筑一条以灌溉为主结合排洪的干渠”，并决定“为解决苏北灌溉的需要，洪泽湖经常蓄

水位，经协商规定为13.5米”。会议于8月10日结束。 

7月，石漫滩水库建成。这是淮河流域建国后建成的第一个大型水库，库容0．47亿立方

米，工程于1951年4月动工。 

8月12日，周恩来与李葆华等研究治淮问题。 

8月13日，周恩来与薄一波、李葆华等研究治淮问题。 

8月17日，周恩来在第98次政务会议讨论华北农业生产和抗灾情况报告时，指出：在未经
过大造林、大水利等工作之前，水旱灾害是难以避免的。中国这样大，发展又不平衡，有
些地方人多地少，有些地方人少地多；有些地方水量多，有些地方水量少。要改变这种情
况，要完全摆脱或基本上摆脱自然灾害，必须经过长期斗争才行。要求中财委今后对农林
水利部门的工作更要加强领导。 

8月20日，石头庄滞洪工程竣工。该工程于1951年4月30日开工，主要是完成1500米长的
溢洪堰的兴建。因使用一次损失巨大，故建成后一直避免使用。 

8月22日，周恩来为全国18个专业会议及政府各部门负责同志作题为《目前形势和任务》
的报告。指出：我们要恢复经济从哪里着手呢？兴修水利和兴修铁路这两项工作是为我们
工农业发展开辟道路的工作。 

8月23日，周恩来与薄一波、黄敬研究治理海河的工程问题。 

9月7日，周恩来主持第101次政务会议，讨论中央救灾委员会关于全国各地最近灾情与救
灾工作的报告，批准报告中提出的救灾步骤和方法。周恩来在会上发言时指出：由于中国
底子差、地方大，加上多年战争的破坏，致使每年都有大小不等的水灾、旱灾或其它灾
害，要改变这种情况不是一二年的事，只能长期努力，逐年减少灾害。对于灾害应以预防
为主，加强气象预报工作；以工代赈应有计划；救今年之灾要防止明年之灾，救当前之灾
要防止今后之灾。对于水旱灾害，不能忽视旱灾；水过一线，旱成一片，旱灾时间长，面
积大；中国北方水少，时常会有旱灾，应加强对旱灾的预防。指出报告中“靠山吃山，靠
水吃水”这两句话要写得适当才行，否则，乱上山砍树，乱挖沟渠，会造成或加重水旱灾
害。 

10月1日，浙江省黄坛口水电站工程开工。因勘测工作欠缺等缘故，工程历经两次曲折。

水电站原设计为坝后式厂房，5台3000千瓦机组分两期安装。大坝施工采用分期导流方

式、木笼填土式深水围堰，在国内属首创。施工至1953年2月发现左岸西山地质是滑坡破
碎区，坝体无法接头，工程被迫停工。后经采取保护岸坡的措施，并将发电厂房从左岸坝

后移至右岸下游，改坝后式为隧道引水式，装机容量由1．5万千瓦增加到3万千瓦，工程

于1954年1月复工。至1955年3月，又因规划中的用电工程尚未兴建，燃料工业部下令工

程停工缓建，人员设备支援江西上犹江水电站建设。1956年，新安江水电站工程开工，急

需施工电源，电力工业部于同年3月批准复工。黄坛口水库拦河大坝为混凝土重力坝，坝长

153米，最大坝高44米，大坝设10孔溢洪道，最大泄洪量为11750立方米/秒。位于大坝下

游右岸的发电厂房内装4台7500千瓦水轮发电机组，由一条长203米、直径6米的隧道引水

发电。1958年5月1日第一台、第二台机组投产发电。 

10月25日，官厅水库建设正式开工。水库库址位于永定河下游峡谷的上口，可控制永定河

上游43402平方公里流域面积的91%。水库坝型为宽心墙土坝，最大坝高45米。 

11月2日，苏北灌溉总渠土方工程开工。苏北灌溉总渠全长168公里，底宽60～80米，堤

顶宽8米，是利用洪泽湖蓄水发展苏北灌溉的总干渠，并排洪700立方米/秒入海。土方工程

于11月2日起全面开工，分冬春两期进行，动员盐城、南通、扬州等地区民工119万人次，

于1952年5月10日竣工，完成土方6322万立方米。 

1952年 



1月，我国第一座连拱坝——佛子岭水库大坝开工，坝高74米，工程计有21拱、20个垛，

东端接重力坝，西端与平板坝相连。水库总库容4.8亿立方米，水电站第一期装机容量为

0.95万千瓦。这也是我国自己设计和修建的第一座轻型坝。 

2月8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大力开展群众性的防旱抗旱运动的决定》，指出：旱灾对我国
农业生产的危害是具有历史性的，对去年秋冬雨雪稀少的事实不予严重注意，不从历史性
的灾害中取得深刻的教训，麻痹松懈，则一旦旱灾发生，农业生产就会受到巨大的损失，
就会削弱抗美援朝的力量，就会给整个国家经济建设造成很大的困难。《决定》认为充分
作好思想动员与深入发动群众是开展防旱、抗旱运动的关键。《决定》要求采取下列措

施：1、充分利用一切水源，开展群众性的兴修农田水利运动；2、充分做到经济用水，珍

惜水量，发挥水的重要灌溉效能；3、总结推广群众在耕作技术方面的防旱、抗旱经验。
《决定》提出，领导防旱、抗旱和推动春耕的成绩应作为考绩条件之一。 

2月20日，为保障洞庭湖滨湖地区和江汉平原的国家财产和人民的生命安全，周恩来召集
傅作义、李葆华、张含英、须恺等和湖南、湖北两省有关人员开会，研究讨论紧迫的荆江
分洪工程的实施问题，批评中南局对于分洪工程这样的大事在中央决定后未引起应有的注
意，并拿出《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草案）》征求意见。 

2月23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本月17日至19日水利部召开的和20日由自

己主持的荆江分洪工程会议情况，并随信附去《决定（草案）》。25日，毛泽东批准了政
务院的决定。 

2月底，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同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一行察看了荆江分洪地区，认为分洪工
程的建设对湖南滨湖地区毫无危险，且可减少水害。 

3月6日，第七期导沭工程开工，至7月23日结工。主要工程包括：新、老沭河筑堤，临洪
河筑堤裁弯，乌龙河改道，修筑老沭河拦河坝，溢水埝（后称人民胜利埝）及溢洪道土方

开挖等。共调集民工8.9万人，完成土石方334.2万立方米，用工日276.2万个。 

3月7日，周恩来给邓子恢去电：荆江分洪工程尚缺何项物资须由中央调拨，望即作出详细
计划，迳电中财委请拨。如人力及其他尚有困难，亦请电告。 

3月15日，中南军政委员会第74次行政会议决定成立荆江分洪工程委员会，李先念任主任
委员，唐天际、刘斐任副主任委员。会议对荆江分洪工程的施工作了具体部署。 

3月21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129次政务会议。在讨论《政务院关于1952年水利工作的
指示》时说：应加强水利建设工程的计划性及其准备工作，并将根治水害与灌溉、发电、
航运的设计结合起来。为了实现上述要求，应以水利为主，联合各有关部门组织专门委员

会，主持这项工作。会议作出《关于1952年水利工作的决定》，提出：“从1951年起，水
利建设在总的方向上是：由局部的转向流域的规划，由临时性的转向永久性的工程，由消
极的除害转向积极的兴利。” 

3月2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汇报最近同邓子恢、傅作义、李葆
华商议荆江分洪工程的情况，说：大家都认为，分洪工程完成后，对湖南滨湖地区并无危

险，且可减少水害。中南局决心在6月中旬完成分洪工程关键部位——节制闸和进洪闸的施

工任务。随信附去送审的《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政务院关于1952年水利
工作的决定》。 

3月31日，政务院发布《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对工程经费、工程期限、分洪审

批、分洪区移民、北岸蓄洪区勘测、工程领导等作了具体规定。4月5日，荆江分洪工程全
面开工。 

4月4日，燃料工业部与朝鲜电气局签订《关于将水丰发电厂60周波专用发电机改为50周波
供应中国用电议定书》。 

4月，引黄灌溉济卫工程提前放水灌溉，是年灌溉耕地28．4万亩。该工程于1951年3月开

工，至1953年8月全部竣工，灌溉面积逐步扩大到72万亩。 



5月10日，苏北灌溉总渠建成。苏北灌溉总渠全长168公里，底宽60～80米，工程采取两

岸筑堤，漫滩行洪。平时可从洪泽湖引水灌溉农田300万亩，汛期则可分泄洪泽湖800立方

米/秒洪水入海。该工程于1951年11月2日全面开工。 

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在沙市代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向参加荆江

分洪工程的30万劳动大军赠授锦旗。旗上是毛主席的亲笔题字：“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
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给建设者以极大的鼓舞。 

5月，周恩来为荆江分洪工程题词：“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 

5月，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写出《关于黄河治理方略的意见》一文，首次提出了“除
害兴利，蓄水拦沙”的治黄主张，对以后的治黄事业产生了影响。 

6月2日至21日，1952年全国水利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从1951年起，水利建设
在总的方向上是：由局部的转向流域的规划，由临时性的转向永久性的工程，由消极的除
害转向积极的兴利。” 

6月9日，周恩来约傅作义、李葆华、布可夫谈荆江分洪工程有关问题。 
6月20日，荆江分洪工程于汛前胜利完工，工期仅75天。1954年长江大水，荆江分洪工程

3次开闸分洪，确保了荆江大堤的安全。 

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恩来为庆祝荆江分洪工程竣工而向工程指挥部赠送的锦旗
上的题词：“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 

9月9日，治淮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曾山、曾希圣、惠浴宇以及其它委员和列

席代表出席。会议着重研究淮河流域除涝问题。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到会指导。9月29
日，治淮委员会发出“关于召开各级治淮会议以商讨进一步解决内涝问题的决定”，上中
下游各省区、专区和县分别召开会议，研究各地灾害的情况和原因，提出治理意见。 

9月14日，汉江黄家场决口，沔阳县有8个区被淹，共计面积80万亩，灾民约30万人。9月
17日，毛泽东将水利部关于汉江黄家场决口后情况报告批给邓小平、薄一波：“邓、薄：
请商水利部提出根治汉水计划，考虑是否可以列入明年预算。”他还询问：“洞庭湖、荆
江北岸、汉水三处同治，财政上是否可能？”这一批示表明，毛泽东不仅从全局上考虑荆
江分洪工程、根治汉水等水利决策，而且重视从财政预算上保证这些大型水利工程的修
建。 

10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恩来为天津塘沽新港的题词：“庆祝新港开港，望继续为
建港计划的完成和实施奋斗。” 

10月28日，毛泽东到徐州视察，接见了徐州市委书记华诚一和市长张光中。29日，毛泽东
在许世友、华诚一、张光中陪同下登上云龙山眺望黄河故道，指出一定要改变徐州童山的
面貌。 

10月30至31日，毛泽东主席视察了黄河下游水利工程。30日在听取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
化云设想把金沙江上游的通天河的水引到黄河里来，解决西北、华北水量不足的问题时，

毛泽东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来是可以的。31日在视察途中，嘱咐
河南省与黄河水利委员会领导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11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农村工作部的决定》。 

11月22日，治淮委员会召开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治淮除涝代表会议，三省治淮干部及农

民代表300人出席。会议集中广大群众对解决淮河流域内涝问题的意见，讨论研究消除淮
河流域内涝的方针、方法及实施步骤。会议提出了“以蓄为主、以排为辅的除涝方针”，
“采取尽量地蓄、适当地排、排中带蓄、蓄以抗旱，因地制宜，稳步前进，使防洪与除
涝、除涝与防旱相结合”。对于除涝标准，“目前在一般情况下，要求先解决五年一遇的
内涝问题，个别地区可以适当降低或提高。” 



11月22日至28日，林业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林业会议，决定开始筹划营造从沽源到陕坝的
察、绥防护林带及由府谷到定边的陕北防护林带；为配合治黄、治淮工程，在泾河、无定
河等流域及淮河、永定河上游营造防洪林；苏北、山东、河北营造海岸防护林。 

11月25日，第八期导沭工程开工，至12月24日结工。该期工程主要是新沭河开挖和筑堤，

共调集民工10.1万人，完成土石方185.6万立方米，用工日246.9万个。 

12月19日，周恩来主持第163次政务会议，听取傅作义《水利部1952年防汛工作总结报

告》和《水利部1952年防旱抗旱运动中的农田水利工作的报告》，通过《政务院关于发动
群众继续开展防旱、抗旱运动并大力推行水土保持工作的指示》。 

12月26日，经周恩来总理签署，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发动群众继续开展防旱、
抗旱运动并大力推行水土保持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旱灾对我国的威胁是极其严
重的。北方地区能够灌溉的耕地面积比例尚很少，南方地区大部分的水田也还不能抵御稍
长时期的干旱，因而今年仍有部分地区发生旱灾。另一方面，由于过去山林长期遭受破坏
和无计划地在陡坡开荒，使很多山区失去涵蓄雨水的能力，这种现象不但是河道淤塞和洪
水为灾的主要原因，而且由于严重的土壤冲刷，及沟濠的增加，使山陵高原地带土壤日益
瘠薄，耕地日益减少，生产日益衰退。由于以上情况，防旱、抗旱运动仍须继续开展并应
大力推广水土保持工作，以逐步从根本上保证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 

12月底，我国大型灌区人民胜利渠第二期工程全部竣工。至此，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基本完

成。可灌新乡、获嘉、原阳、武陟、延津、汲县、新乡市共72万亩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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