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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江治理的起步

——以荆江分洪工程为中心

冯  兵  兵

［摘  要］长江在历史上频繁出现洪涝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威胁。新中国成

立以后，党和政府做出了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的战略决策。人民政府通过建立健全各级组织机

构加强统一领导、妥善处理分洪区移民安置工作、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劳动竞赛运动、加强思

想政治动员和宣传教育、动员人民解放军发挥主力军作用、吸收苏联专家先进技术和苏联经

验等措施，克服了巨大困难使分洪工程提前竣工，保卫了湖北、湖南平原地区人民的生命财

产安全，极大地降低了 1954 年长江特大洪水的破坏力，充分彰显出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制度优势，增强了荆江两岸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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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洪涝灾害是我国最主要的自然灾害之一。善治国者必先治水，兴修

水利、防治水灾历来是执政者治国安邦的千年大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

重视治理长江水患。荆江分洪是长江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拉开了新中国全

面治理与开发长江的序幕。该工程在长江治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截至目

前，学界对荆江分洪工程的研究大多围绕工程技术开展，系统考察工程兴建的历史背

景、战略决策、具体措施与历史作用的研究较少，特别是对其在长江治理史上的重要

意义的研究更显薄弱。A 本文尝试以荆江分洪工程建设为中心，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

长江治理的起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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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魏明生的《中国共产党五十年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历史进程和

主要成就》（《中共党史研究》2003 年第 2 期）、韩媛媛的《荆江分洪工程三部曲》（《档案》2010

年第 9 期）、甘行洪的《共和国第一个“都江堰”工程的酝酿与决策》（《湖北文史》2013 年第 2

期）等。此外，高峻的《新中国治水事业的起步（1949—1957）》（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王瑞芳的《当代中国水利史（1949—201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石武英的《建国初期湖北省水灾与抗洪救灾研究（1949—1956）》（华中师范大学 2013 年博士学

位论文）等也有部分章节专门讨论荆江分洪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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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江洪水对荆江大堤的威胁

历史上，长江流域洪水范围以中游宜昌至武汉段和洞庭湖一带为中心，其中又

以荆江沿岸最为深重。荆江是指从湖北枝江到湖南洞庭湖口城陵矶的这一段长江，其

间以藕池口为界，按河型分为上荆江和下荆江。上荆江为“微弯型”河段，下荆江

为典型的“蜿蜒型”河段，素有“九曲回肠”之称，极易遭受洪水侵袭和破坏。在

1954 年以前，荆江大堤是指荆江北岸从江陵县枣林岗到监利县麻布拐的干堤，全长

133 公里。A 此堤为长江沿岸最为险要的一段堤防。这段长江，河道弯曲，河身狭窄，

急流汹涌，险象环生，隐患堪虞。一方面，荆江南岸有松滋、太平、藕池和调弦四口

分泄江水进入洞庭湖，泥沙淤淀致使河床不断抬升，导致荆江泄洪能力不足。另一方

面，沙市附近的荆江最高流量可达每秒 5 万多立方米，但江槽最高容量仅有每秒 4.1 万

立方米，荆江下游江槽容泄量只及上游的 1/3。此外，北岸荆江大堤平均有 12 米高，

堤外滩高和内坡脚相差 7—8 米。B 每逢汛期，长江洪水大量聚集在沙市一带不能畅

泄，洪水高悬地面之上，往往形成“帆船楼顶驶，江水屋上流”的险恶形势，因此

便有“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之说。C 所以，荆江两岸人民称荆江大堤为“命堤”。

荆江大堤历来是湖北江汉平原的重要防洪屏障。荆江大堤一旦溃决，湖北江陵、

监利、沔阳 D 等 10 多个县、300 万人民、800 万亩良田都有被洪水淹没的风险。E 此 

外，一旦长江因大堤溃决而发生改道，长江航线将陷入瘫痪状态，整个西南地区的对

外交通将受到极大影响。荆江沿岸原本是鱼米之乡，也是长江流域重要的棉花产地。

在丰收年份，荆州专区每年棉花产量占湖北全省的一半以上，稻谷产量占湖北全省的

1/4，鱼、虾、麦、藕的产量也十分可观。F 但是，历次荆江大堤决溢给当地人民带来

了无穷无尽的灾难。沔阳一带群众常说“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 G，沙市还流传

A  1954 年汛后国家将下游 50 公里原有干堤划归荆江大堤的范围。此后，荆江大堤全长达到

182.35 公里。 参见芮孝芳：《中国地学通鉴（水文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2018 年版，

第 280 页。

B 《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81 页。

C 《荆江分洪工程志》，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26 页。

D  1986 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沔阳县，设立仙桃市。

E 《荆江分洪工程介绍》，《人民日报》1952 年 4 月 5 日。

F  欧阳安：《荆江分洪》，上海：新知识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7 页。

G 《荆江分洪工程介绍》，《人民日报》1952 年 4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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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荆沙不怕刀兵动，只怕南柯一梦中”，“洪水溃了荆江堤，荆沙便是养鱼池”等民

谣 A，充分反映出荆江两岸人民遭受的洪灾之重。

治理荆江，平波安澜，造福人民，是荆江两岸世世代代劳动人民梦寐以求的夙

愿。在湖北解放以后，为了减少荆江洪水对两岸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威胁，党和国

家领导人多次视察荆江大堤，极为重视荆江大堤的培修加固工作。1950 年夏汛期

间，荆州专区 10 多个县组织 10 万抢险大军上堤防护，“使沙市、观音寺等地险工安

然渡过汛期”。该年岁修工程共计消耗土方 376.4 万立方米、石方 5 万多立方米，远

远超出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岁修工程量。国家每年都拨出大批款项投入荆江大堤建设，

1949—1951 年间，岁修土方共达 600 多万立方米。B 全堤安全隐患大大减少，千疮百

孔的大堤得到培护和加强，但荆江大堤抵御特大洪水的能力依旧不足。

二、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的战略决策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政府就十分重视江河防洪救灾工作。1949 年 11 月，水利

部召开全国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指出，新中国水利建设的基

本方针是“防止水患，兴修水利，以达到大量发展生产的目的”。防洪也是中南区水

利建设的首要任务，中南区 1950 年的防洪经费占水利事业费的比重高达 90.2%（灌

溉占 4.3%，其余占 5.5%）。C 国家在对长江的治理规划中，又把荆江河段的治理作为

当务之急。为了统筹兼顾湖北、湖南两地人民的利益，中央明确提出“确保荆江大

堤，江湖两利，蓄泄兼筹，以泄为主，上下荆江统筹考虑”的荆江综合治理方针。D 

此后，荆江流域实施了一系列综合治理工程，其中就包括对荆江大堤进行整险加固和

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等。

1950 年 8 月，长江水利委员会经过勘察研究提出《荆江分洪初步意见》，认为

“在长江上游尚未兴建大型水库和举办水土保持工程、洪水、泥沙无从控制的条件下，

在枝江以下分洪旁泄”是较为妥善的方案，在荆江沿岸兴建分洪工程应以南岸分泄为

宜，并划定“长江右堤以西，虎渡河以东，安乡河以北的范围为分洪区”。紧接着，

中南军政委员会召开荆江防洪安全会议，赞同长江水利委员会关于荆江分洪的意见。

长江水利委员会将《荆江分洪初步意见》呈报水利部，很快得到水利部的支持并呈报

A  欧阳安：《荆江分洪》，上海：新知识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9 页。

B 《荆江大堤的新生》，《人民日报》1952 年 6 月 21 日。

C 《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43、447 页。

D 《荆江大堤志》，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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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同年 10 月，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听取了中南军政委员会副

主席邓子恢、财政部部长薄一波的汇报，同意修建荆江分洪工程的方案。11 月，长

江水利委员会就派出水利专家和技术人员，对分洪工程所在区域进行了勘察、钻探和

测量等工作。A

1951 年 1 月，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 67 次政务会议，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在谈

到长江治理的方针和任务时指出：“长江最近几年的治理，侧重于整理并操纵沿江湖

泊，以控制江水水位及流量，荆江的防洪工事尤应作为重点”。B 会上，周恩来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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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这次会议决定长江最近几年的治理要以荆江防洪工程为重点，进一步推进

了荆江分洪工程的准备工作。2 月，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荆江临时分洪计划》，初

步拟定了分洪工程的设计标准、工程规模和工程运用等。8 月，经过与湖北、湖南两

省深入讨论研究之后，长江水利委员会对《荆江临时分洪计划》做出局部调整，提出

《荆江分洪工程计划》，按照抗御 1931 年特大洪水的标准拟定了进洪闸工程、泄洪闸

工程、堤防培修和护坡工程、涵闸及沟渠工程等项目。9 月，水利部审核同意《荆江

分洪工程计划》，并提出该计划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补充。D

1952 年 1 月，长江水利委员会在《荆江分洪工程计划》的基础上编制了《荆江

分洪工程技术设计（1952 年度）》。E 3 月 15 日，中南军政委员会第 74 次行政会议讨

论通过了《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确定了分洪工程的设计标准、工程规模等，

并就工程所需人力、物力做出具体安排。F 3 月 16 日，中共湖北省委发出《关于保证

完成荆江分洪工程计划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应深刻认识分洪工程的伟

大意义，充分动员全省力量投入荆江分洪工程的建设。G

1952 年 3 月 21 日，政务院第 129 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一九五二年水利工作的

决定》，对于长江的防洪工作提出了“中游继续加强荆江大堤，以保证堤身的安全，

并于汛前保证完成荆江分洪工程中围堤及进洪闸与节制闸，中下游其他地区仍应分段

保证一九三一年或一九四九年的最高洪水位不生溃决”的要求。H 3 月 31 日，政务院

正式发布《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指出：“为保障两湖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

A 《荆江分洪工程志》，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8—79 页。

B 《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1949—1957）》，《当代中国的水利事业》编辑部 1987 年编

印，第 97 页。

C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16 页。

D 《荆江分洪工程志》，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9 页。

E 《荆江分洪工程志》，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9 页。

F 《荆江分洪工程志要》，荆江分洪总指挥部 1952 年编印，第 5—6 页。

G 《李先念年谱》第 2 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88 页。

H 《关于一九五二年水利工作的决定》，《人民日报》1952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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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起见，在长江治本工程未完成以前，加固荆江大堤并在南岸开辟分洪区乃是当前急

迫需要的措施”。同时，该规定还对分洪工程做出具体部署，要求“1952 年仍以巩固

荆江大堤为重点，必须大力加强，保证不致溃决”，“汛前应保证完成南岸分洪区围堤

及节制闸、进洪闸等工程”，“湖北省分洪区移民工作应于汛前完成”，等等。A

此外，1952 年 9—10 月，长江水利委员会先后提出《荆江分洪工程未完工程初

步设计》《荆江分洪工程 1952 年度下半年工程初步设计》《荆江分洪工程 1953 年度工

程初步设计》和《荆江分洪工程排水工程技术设计》，完成了荆江分洪第二期工程的

设计与规划，为分洪工程的顺利实施创造了条件。B

三、荆江分洪工程建设的具体举措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兴建荆江分洪工程面临着重重困难，如工程规模浩大、施

工时间紧迫、交通运输不便、技术条件不够以及下雨天气过多等。在工程建设中，党

和政府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确保了工程建设的顺利完工。

（一）建立健全各级组织机构集中统一领导工程建设

荆江分洪工程规模宏大，需要数十万人同时参与，涉及党、政、军、民以及财

经、交通等众多方面。为了协调各部门、各单位的行动，必须加强对工程建设的集中

统一领导，这是保障分洪工程顺利推进的重要前提。195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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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作为工程的指挥领导机构，由湖北省

人民政府主席李先念任主任委员，唐天际、刘斐任副主任委员，郑绍文任秘书长，下

设秘书处、政治处、闸工处、器材处、供给处、堤工处和移民处，共配备干部 1076

人。同时，还成立了荆江分洪总指挥部，以唐天际为总指挥，王树声、许子威、林一

山、田维扬为副总指挥；李先念为总政委，袁振、黄志勇为副总政委。为了加强对

工地的领导，3 月中旬，在白家岗建立了荆江分洪工程前线指挥部；4 月 3 日，荆江

分洪工程前线指挥部北迁沙市。3 月中旬至 4 月初，还陆续设立了荆江分洪北闸指挥

部、南闸指挥部和荆江大堤加固指挥部，具体负责工程施工。C

中南军政委员会强调：“荆江分洪委员会及其指挥机构有权经与各方面商洽与决

定一切有关分洪工程事宜；并有权调拨有关分洪工程进行的人力、物力；在工程上所

需器材，加工订货，物资运输等均须享受优先权。各有关部门，必须大力支持，不得

借故推延。有关地区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听候调度，接受指定任务，协力完成。”中共

A 《荆江分洪工程档案选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 页。

B 《荆江分洪工程志》，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1—82 页。

C 《荆江分洪工程志》，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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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中南局要求：“有关地区各级党的组织和有关各部门党的负责同志，必须遵照政

务院和中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在荆江分洪委员会及所属指挥部统一指挥之下，动员大

批人力物力……全力合作，及时完成施工计划”。A 这就赋予了荆江分洪委员会及其

指挥机构统筹安排工程建设的较大权限，可以高度统一事权，最大限度地集中社会各

方面的力量，从而为高效完成荆江分洪工程奠定了组织保障基础。

（二）妥善处理荆江分洪区居民的转移安置工作

荆江分洪区分布在江陵、公安、石首三县，地势低洼，频繁遭洪水淹没，有

“一年一溃水，三年一小水，五年一大水”之说。B 在正式施工以前，分洪准备工作

的核心就是要按期完成分洪区内居民的转移安置，而转移安置工作面临的困难极大，

一方面时间十分紧迫，要使数十万居民如期迁出以确保工程按时开工；另一方面又得

考虑春耕，不能耽误农业生产。但在安土重迁、故土难离等观念的影响下，分洪区居

民对举家迁移顾虑重重。

当时党和政府主要采取三个办法转移安置荆江分洪区居民。首先，建立移民安

置机构，集中统一领导分洪区的移民安置工作。早在 1951 年冬，荆州专区就成立了

荆江分洪移民委员会，统筹推进移民安置工作。与此同时，还在分洪区成立各级移民

机构，在垦殖区成立各级安家机构，专门负责处理移民搬家、安家过程中的具体问

题。其次，通过补偿、补贴、贷款等方式充分保障荆江分洪区人民的经济利益。1952

年 3 月底，荆江分洪工程前线指挥部制定了《拆迁民房及挖压青苗补偿暂行办法》，

该办法详细规定了拆迁民房及挖压青苗的补偿地区范围、补偿标准、领取补偿费手续

等。C 国家为帮助移民搬家、安家、恢复生产，一共拨付移民经费 699.51 亿元，发放

农业贷款 5 亿元。D 到 1952 年春耕生产前，分洪区移民到荆江北岸的人民大垸（垦

殖区）的有 6 万多人，每户补贴安家费 200 万元—300 万元；到 6 月底，转移到安全

区的有 16 万多人，每户补助 34 万元—42 万元。再次，党和政府为转移安置移民做

了大量工作。在此期间，一共抽调 600 多名干部在荆江两岸设立了 10 多个移民站，

组织 2 万吨帆船帮助移民搬家。为了满足移民盖房需要，荆江分洪移民委员会帮助

“采购了 40 多万根杉木皮篙、80 多万个岗柴、1300 多万斤稻草、80 万根楠竹和 20

万斤竹篾”。E 荆州专区的群众纷纷自发地组织起来帮助移民搬运东西、送木材、盖

房子。沙市搬运站的板车队、独轮车和村庄上的牛拖子以及附近的民船，都从四面八

方前来帮助他们往返运输东西。早在 1952 年初，成千上万的民工就把人民政府为移

A 《荆江分洪工程档案选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6 页。

B 《荆江分洪工程已经全面动工》，《人民日报》1952 年 4 月 8 日。

C 《荆江分洪工程档案选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0—31 页。

D  本文涉及的人民币均为 1948 年 12 月 1 日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

E 《荆江分洪工程志》，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18—119、2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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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准备的大批竹、木、稻草等建筑材料送到了移民区。A 在党和政府的周密组织下，

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移民搬迁安置工作按时完成，使荆江分洪第一期工程

得以顺利实施。

1953 年，荆江两岸农业生产获得大丰收。在党和政府的大力帮扶下，作为安置

区的人民大垸，水稻每亩可收 500 多斤，比上年增加 1 倍，棉花每亩可收 150 斤，比

上年增产 50%—60%，B 加之耕地面积的扩大，人民大垸的秋庄稼也比上年增加 1 倍

以上。C 在荆江分洪区，农作物总产量比上年增加 1 倍以上。D

（三）加强思想政治动员和宣传教育工作

荆江分洪工程委员会自成立起就特别注重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建设大军

中普遍召开工人、农民、士兵代表会议，开展了一系列的思想动员和教育工作。在工

人和民工中主要采用“比一比”“想一想”“看一看”的方法进行思想教育；在部队中

普遍进行宣誓、诉苦和访苦工作，用以提高战士们的思想政治觉悟。另外，在召开代

表会议时，还结合具体情况，把群众关心的具体任务、工作时间、工资标准、生活供

应、劳动纪律等进行讲解，并组织代表展开热烈讨论，较好地解决了代表们提出的工

资、伙食、医药、家庭生产等实际问题。E 通过思想政治动员和宣传教育，使广大的

工程建设者深刻认识到工程建设对于国家和人民群众的重要意义，思想政治觉悟大大

提高，激发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

当时，许多单位利用快报、捷报、黑板报、广播台、夺红旗等多种形式，在施

工现场进行宣传，锣鼓声、加油声、军歌声此起彼伏，建设者们个个热血沸腾。此

外，人们还创作了大量散文、诗歌、词、赋、楹联和歌曲，歌颂新中国，歌颂参与施

工的建设者——工人、农民、解放军，歌颂英雄和模范，极大地鼓舞了施工者的斗

志。1952 年底，北京电影制片厂、解放军电影制片厂还以荆江分洪第一期工程为背

景，联合创作了纪录片《荆江分洪》，记录并宣传工程建设的盛况。F

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报《湖北日报》，为宣传工程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报专门

成立记者组，数十名记者、编辑赶赴施工第一线进行采访，连续刊发了大量宣传建设

者们高涨的热情、必胜的信心及工程的重大意义的文章，翔实地报道了建设者开展劳

动竞赛、大战“红五月”的劳动激情，热情讴歌了建设者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据

统计，该报先后发表数百条消息、39 篇通讯、31 篇文章、5 期画刊、20 余幅美术作

A 《荆江分洪工程已经全面动工》，《人民日报》1952 年 4 月 8 日。

B 《荆江两岸连获丰收城乡经济空前繁荣》，《人民日报》1953 年 10 月 26 日。

C 《今年的秋收平均在八成以上》，《人民日报》1953 年 9 月 15 日。

D 《荆江分洪区各种农作物普遍丰收》，《人民日报》1953 年 9 月 3 日。

E 《荆江分洪工程档案选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32 页。

F 《荆江分洪工程志》，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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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图解及单发照片。A 除了头版刊发工程建设要闻以外，还在第 2 版、第 3 版开辟

专栏、专版宣传工程建设，大量的宣传报道极大地激发了建设者战胜困难的斗志和参

与建设的自豪感。

（四）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劳动竞赛运动

在大堤加固和分洪工程的工地上，施工队伍提出“和洪水赛跑”的响亮口号。各

部队之间、军队与民工之间、民工各单位之间，热火朝天地开展起多种形式的劳动竞

赛运动。荆江分洪工程前线指挥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战士、民工、运输员、干部

的奖惩条例或办法，建立记功评功贺功制度，号召“人人立功、事事立功”，争当英

雄模范，争创模范单位、模范小组蔚然成风。各单位纷纷订立各自的立功计划和爱国

劳动公约。B 1952 年 4 月 21 日，荆江分洪总指挥部政治部、荆江水利工程部队政治

部联合发出“掀起一个革命的爱国劳动竞赛运动，人人争取在工程建设中立功做英雄

模范”的指示。4 月 29 日，荆江分洪总指挥部号召“全体同志百倍努力，为五月基本

完成任务，七月份取得全面工程建设的胜利而奋斗”。此后，整个工地迅速掀起“红

五月”劳动竞赛运动的热潮，推动工程施工进入高潮阶段。5 月 26 日，荆江分洪总

指挥部号召“全体同志，再接再厉，勇往直前，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为全部工程的

胜利而奋斗，为获得新的更大的荣誉而努力”，C 进一步推动了爱国劳动竞赛的蓬勃 

开展。

在爱国劳动竞赛运动过程中，不少单位开展了“培养典型带动全面”的尝试，及

时地进行评功，表彰模范典型。松滋的郝秀荣小组、辛志英小组和石首的李海棠小组

都是这一时期培养起来的。此外，还有“父子英雄”“夫妇模范”“兄弟光荣”“师徒

双立功”等先进典型，D 第一期工程中涌现出 1.2 万多个劳动英雄、劳动模范和 200

多个模范单位。E 其中，人民解放军中有模范连队 61 个、模范排 24 个、模范班 70

个，立功受奖人数达 12582 人。F 在第二期工程中表彰模范单位 109 个、先进模范人

物 10562 人，其中特等劳动模范 17 人。G

广泛开展的爱国劳动竞赛运动普遍提高了劳动效率，创造了许多施工新纪录。

比如，工程中最重要的进洪闸和节制闸闸底板扎钢筋工作，在两三天内工作效率提高

150% 以上。原来 30 人 20 多小时才能扎好一孔闸底板钢筋，竞赛中只需 10 个小时

A 《连续系统报道荆江分洪工程》，《新闻前哨》2008 年第 5 期。

B 《荆江分洪工程志要》，荆江分洪总指挥部 1952 年编印，第 15、18 页。

C 《荆江分洪工程档案选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5、33、37 页。

D 《荆江分洪工程档案选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32 页。

E 《荆江分洪总指挥部在沙市举行庆功大会》，《人民日报》1952 年 6 月 30 日。

F 《湖北省志·军事》，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23 页。

G 《荆江分洪工程志》，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00—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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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就能完成了。A 再如，闸工铆钉安装记录由每日 300 个提高到 834 个，弯钢筋的

平均工效由20 人 1吨提高到8 人 1 吨。B 在挖土培堤方面，宜昌县1480 个民工在 4米

以下的深度取土，6 个半小时即挖土 1837 立方米，工作效率比过去提高 1 倍。在工程

中最艰巨的运输方面，太平口码头工人大队的工作效率，由过去每天每人起卸 2 吨器

材物料快速提高到 4 吨多。C 码头起卸效率由开始的每日 2000—3000 吨提高到每日 1

万吨，最高纪录达每日 2 万吨。预计 3 个月的交通运输任务 2 个月内就完成了。D

（五）人民解放军发挥主力军作用

荆江分洪第一期工程的 30 万建设者中有 10 万是成建制的人民解放军，包括 6

个师和 10 个独立团。E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解放军参与人数最多、最艰巨的工程

之一。人民解放军是工程建设的主力军，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和突击作用。

首先，人民解放军担负了工程中最艰难的任务。最艰苦的黄天湖排淤、黄山头

堵坝都是以人民解放军为主体完成的。黄天湖淤泥深达 3—4 米，淤泥中的 70% 是腐

烂的植物纤维，满湖都是带刺的菱角。仅据 1 个营的统计，600 多名战士下湖 1 天，

就有 510 多人被扎、24 人划伤脚。施工现场缺乏工具和机器，战士们就以脸盆、包

袱皮、水桶代替排淤工具，甚至用手扒淤泥、用身子挡泥浆。开工时天寒水冷，战士

们赤身在淤泥中搏斗，被淤泥中的蚌壳、菱角刺破手脚仍坚持工作。另有 1 个连，所

有战士都负轻伤，25% 的战士被扎破后化脓发炎。F 即便如此，战士们仅用 18 天就

修成了长达 4000 多米的拦洪新堤。G

其次，人民解放军在工程中完成的任务量最大。开工后，10 万部队中参加工地

劳动的人数占整个部队的 83%，其他人员占 17%。仅占全部 30 万施工人数 1/3 的工程

部队，却完成了全部工程土方的 49%、混凝土的 73%，超额完成土方 40%，并使混凝

土在 1 天内能完成 5800 立方米，码头起卸 1 天能完成 2 万吨。H 此外，工程部队还搬

运器材、沙石等物资 166994 吨，清淤 50554 立方米，完成石方 46801 立方米。I

再次，人民解放军在工程中的工效最高。据统计，平均每个战士的劳动效率超

过普通民工 2 倍多。如挖北闸闸基，民工平均土方工效为每小时 0.52 立方米，战士

A 《荆江大堤加固和分洪工程进入施工高潮》，《人民日报》1952 年 5 月 24 日。

B 《荆江分洪工程志》，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98 页。

C 《荆江大堤加固和分洪工程进入施工高潮》，《人民日报》1952 年 5 月 24 日。

D 《荆江分洪工程档案选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33 页。

E 《湖北省志·军事》，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22—723 页。

F  唐天际：《庆祝荆江分洪工程胜利完工》，《人民日报》1952 年 7 月 3 日。

G 《在新的战线上——记参加荆江分洪工程的解放军健儿们》，《人民日报》1952 年 8 月 1 日。

H  唐天际：《站在经济建设的前线——庆祝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五周年》，《人民日报》，1952

年 8 月 1 日。

I 《湖北省志·军事》，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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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小时达到 1.25 立方米。再如土方工程，在 80—120 米的平均运距内，平均工效每

工达 2.02 立方米。在混凝土方面，最高 1 个月的平均工效是每工 0.394 立方米，比

当地的技工还高 5%。A 鲜为人知的是，这是战士们不分昼夜、不分晴雨，日夜轮班、

加强劳作才创造出的惊人工效。

最后，人民解放军学习技术速度最快。战士们为了尽快学会各项技术，常常采

取座谈会、交朋友、谈知心话等多种方式接近技术工人，通过积极帮助技术工人做杂

工的方法很快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信任。在实际接触中，技工与战士之间建立了友谊、

加强了团结，战士们很快就掌握了水泥的比例及拌合法，学会管理机器并懂得机器的

各种性能。此外，战士们还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改造许多新工具，创造许多新的操

作方法，使工效大大提高。B

（六）学习苏联专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

作为新中国兴建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荆江分洪工程规模十分庞大，需要精

确的科学设计，具有较高的技术难度。工程能够提前竣工，离不开苏联水利专家布可

夫的参与和指导。

布可夫对荆江分洪工程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工程规划设计过程中，布可夫长期在工地详细勘察地形，提出许多关

键性意见和技术指导。按原计划，工程需要五六十万吨石子和沙子，而且要从数百公

里之外的宜昌、益阳等地调运，但布可夫发现当地石子完全可用，沙子也可采用一部

分，从而节省了大量人力和成本。C 布可夫设计在太平口进洪闸内开挖一道消力漕，

用以削减洪水的冲刷力，防止了洪水渗漏，保障了进洪闸的安全。

其二，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布可夫培养了一大批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传授了许

多苏联的先进经验。工程师李芬在承制节制闸闸门八字压力撑时，吸取苏联“磨光顶

紧”的先进方法，所做闸门质量高，还为国家节省了价值 35 亿元的钢料。工程师王

咸成根据苏联先进经验，改进南闸铺钢筋法，为国家节省 8 亿多元的钢筋。

其三，长江驳船运输采用布可夫传授的“一列式拖带法”，极大地提高了航运效

率。以往拖驳运输大多采用英美的“并列法”，航行速度慢、运载能力低，采用布可

夫的新式拖带法后，运输效率提高了 150%，使得原来大家最担心的工地所需物资器

材的运输任务提前 1 个月就完成了。D

A  唐天际：《站在经济建设的前线——庆祝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五周年》，《人民日报》1952

年 8 月 1 日。

B  唐天际：《站在经济建设的前线——庆祝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五周年》，《人民日报》1952

年 8 月 1 日。

C 《荆江分洪工程即将全力施工》，《人民日报》1952 年 4 月 5 日。

D 《苏联专家布可夫对荆江分洪工程的贡献》，《人民日报》1952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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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荆江分洪工程的建设成就、作用及其评价

荆江分洪工程是新中国兴建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在降低长江水灾破坏力、

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安全、彰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加强荆江两岸

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认同感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荆江分洪工程的建设成就

荆江分洪第一期工程从 1952 年 4 月 5 日破土动工，至 6 月 20 日全部竣工，工

期共 75 天，比原定计划缩短 15 天。工程建设取得如下成就：其一，在长江中游湖北

沙市南北段的荆江东岸，培修加固长达 133 公里的荆江大堤；其二，在荆江西岸及虎

渡河以东、藕池口安乡河西北，方圆 920 多平方公里的地方，建成一个可容纳 60 亿

立方米洪水的大水库；其三，在水库北面的江陵县太平口，建成一座长达 1054 米、

54 孔的进洪闸；其四，在水库南面的石首县黄山头，建成一座长 336 米、32 孔的节

制闸，把危害人民的荆江洪水控制起来。A 其中，分洪区进洪闸的施工难度最大，共

用混凝土 8.4 万多立方米，54 扇闸门上的铆钉达 32 万多颗。该闸建成后成为新中国

第一大闸，能以每秒 8000 立方米的流量吞吸荆江 1/5 的洪水。B

这一空前规模的水利工程，共完成土、石、沙、混凝土近 1000 万立方米，其中

包括土方 890 万立方米、混凝土 11.7 万立方米，开采石料 25.34 万立方米，抛砌块石

16.1 万立方米，钢筋 3480 多吨，运输器材、工具、粮秣等 1 亿多吨公里。与此同时，

还修筑了 130 多公里轻便铁道、90 多公里公路等附属工程设施。C 加固后的荆江大堤

即使再遇到 1949 年一样的洪水，堤顶仍然高出水面 1 米。D

荆江分洪第二期工程从 1952 年 11 月 14 日正式开工到 1953 年 4 月 25 日全面竣

工，共动员荆州、宜昌两地的民工 18.48 万人，实用经费 527.55 亿元。E 在 5 个多月

内完成荆江右堤的加培，虎渡河东堤、西堤的培修，分洪区内 13 个安全区围堤的加

培，又新建了 7 个安全区、8 个安全台，整理分洪区渠道，刨毁进洪闸、节制闸上下

游的滩地，完成虎渡河东堤抛石护岸等工程，共做土方、石方 1100 多万立方米。在

施工计划以外，还完成 13 座安全区涵管工程，在分洪区围堤上植树 39.7 万多株，并

在分洪区和安全区内开挖和修筑中心排水沟 57 条、生产大道 87 条、中小桥梁 195

A  唐天际：《庆祝荆江分洪工程胜利完工》，《人民日报》1952 年 7 月 3 日。

B 《新中国第一大闸的诞生》，《人民日报》1952 年 6 月 26 日。

C 《荆江分洪工程档案选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33 页。

D 《荆江分洪工程全部完工  全体员工向毛主席报捷》，《人民日报》1952 年 6 月 23 日。

E  冯自强：《回顾荆江分洪工程的建设与启用》，《武汉文史资料》199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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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A 至此，荆江分洪工程宣告全面结束。第二期工程的完工进一步巩固了第一期工

程建设的成果。

（二）荆江分洪工程的历史作用和意义

荆江分洪工程的全面竣工，对荆江两岸乃至整个国家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和

历史意义。

第一，荆江分洪工程有利于增加两岸农业产出、改善农民生活。1952 年和 1953

年，长江洪水都超过警戒线，得益于荆江分洪工程的作用，荆江两岸都获得大丰收。

1952 年，荆江两岸农作物普获丰收，一般比 1951 年增产 10%—30%，仅荆州专区所

属 13 个县，就增产稻谷约 5 亿斤、棉花约 10 万担。其中，紧邻荆江大堤的江陵县，

从往年倒口流进去的积水中救出 30 余万亩良田，使全县耕田面积比解放前增加 25%，

产量增加 50%。荆江流域的水稻、棉花、小麦、杂粮、水产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增产。

江汉平原上的江陵、监利、洪湖、潜江、沔阳、汉川、汉阳各县，中稻和麦子都增产

20% 左右，增产的原粮超过 10 亿斤。解放前年年遭水淹的潜江县，小麦产量比 1952

年增加将近 1 倍。荆江右岸洞庭湖滨湖地区的早稻、中稻都获得丰收，500 万亩中稻

每亩收成均在 500 斤以上，比 1952 年增产一成多。B 荆江两岸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

第二，荆江分洪工程在战胜 1954 年长江特大洪水灾害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

用。工程全面竣工不久，长江流域就遭遇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该年汛期气候反常，

长江沿岸和洞庭湖区一带，梅雨季节长达三四个月，湖南的湘水、资水、沅水、澧水

相继暴涨。这“四水”汇入长江的洞庭湖口——城陵矶出现历史上的最高水位，长江

上游也同时不断涨水。“川水”与“南水”的碰头，致使荆江从 7 月初至 8 月中旬先

后出现 7 次洪峰。洪水总量也相应增大，有 130 亿立方米的超额洪水在荆江不能安全

通过。C 得益于荆江分洪工程前后 3 次开闸分洪，很快将荆江河槽水位降低 0.96 米，

极大地削弱了洪峰流量，分泄洪水总量达 122.6 亿立方米，帮助荆江大堤和两岸堤防

安全地度过一次又一次洪峰。D 荆江大堤经受住了特大洪水的考验，保卫了江汉平

原、洞庭湖平原和武汉市工业基地的安全，极大地减轻了特大洪水对广袤的长江下游

地区的严重威胁。

第三，荆江分洪工程充分彰显了新中国政治制度的显著优越性。1952 年 5 月 15

日，毛泽东亲笔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E，慰问广

大的工程建设者，极大地鼓舞了建设者的斗志，工作效率得到很大提高，许多工程创

A 《荆江分洪工程第二期工程胜利完工》，《人民日报》1953 年 5 月 7 日。

B 《荆江两岸连获丰收城乡经济空前繁荣》，《人民日报》1953 年 10 月 26 日。

C 《最新最美的图画——荆江两岸巡礼》，《人民日报》1972 年 5 月 20 日。

D 《荆江分洪工程志》，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49 页。

E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1 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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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党和国家历史上的新纪录。荆江分洪工程非常巨大和复杂，如果按照资本主义国

家传统的设计、施工方法，工程从规划设计到施工结束最少需要三年时间。但我国

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迅速建立健全各级工程领导机构，加强

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很快动员数十万名各方面的建设者参与工程建设，通过组织开

展爱国劳动竞赛运动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依靠全国人民

的积极参与和全面支援，克服了各种困难，仅两个半月就高效率地完成一期工程建设 

任务。

第四，荆江分洪工程的竣工进一步加深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

认同感。荆江分洪工程在 1954 年抗洪救灾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事实证

明中国共产党具有较高的组织动员能力和领导艺术水平，有能力领导新中国建设具有

国际水平的大型水利工程。这使得广大人民群众相信，只要紧跟中国共产党的前进方

向，就能建设好美好家园、创造出幸福生活。此外，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百废待

兴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复杂国际国内形势和繁重的国民经济恢复发展任务，仍能全

心全意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兴建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

工程，从而赢得了长江两岸千百万人民的高度信任和认同，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参

与祖国建设事业的热情，极大地增强了国家凝聚力和民族创造力。

（三）对荆江分洪工程的评价

防洪一直是国家开发治理长江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在荆江河段尤为突出。兴建

荆江分洪工程、缓解荆江地区的水患，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当务之急。新中国成立

初期，国家经济技术条件还比较落后，暂时还不能够采取一系列的综合配套措施以根

治长江水患。然而，在上游大规模蓄洪和建闸工程尚未兴建、水土保持工作尚未开

展、泥沙洪水皆无控制，中游北岸能否蓄洪尚需勘察测量，以及下游河道尚待疏浚和

截弯取直的历史背景下，对于长江水患威胁最大的中游地区来说，荆江分洪工程不仅

是迫切的紧急措施，而且是当时条件下带有治本性质的积极的初步治江方案。该工程

不仅保证了荆江大堤安全，还保障了湖南不因分洪而发生水灾，既统筹了全局，又兼

顾了湖北、湖南两省人民的利益。可以说，荆江分洪工程是治标和治本相结合的大型

水利工程，是平原地区水资源综合利用的典范。荆江分洪工程为长江防洪体系的初步

建立和逐步完善赢得了宝贵时间，使得国家有充足时间进行详细的规划、设计，进而

建设更加全面的防洪系统以根治长江水患。

荆江分洪工程作为新中国在长江流域兴建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是新中国全

面治理长江的起步。此后，国家逐步打造包括长江干堤、支流堤防、湖泊堤防、城市

堤防在内的长江堤防体系，修建包括葛洲坝、丹江口水库、三峡大坝在内的控制性水

库群，建立数量众多、面积广大的蓄滞洪区；加之水文和气象监测网、专家技术团

队、国家防汛行政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共同构筑起根治长江水患的完整体系，从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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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保障了长江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如今，荆江分洪区作为全国唯一的重点分洪

区，是蓄滞洪区的“领头羊”，对于保障荆江大堤的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荆江

分洪工程仅在 1954 年应对长江特大洪水时启用过一次，但其分蓄长江洪水、抗御长

江洪灾的能力和功能却长期存在。为了保障分洪区数十万人民的生产生活安全，不到

万不得已时荆江分洪工程也无须启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后续的长江防洪体系

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长江中下游两岸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得到了有效保障。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长江特别是中游荆江河段面临洪水的严重威胁

的历史背景下，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长江防洪救灾工作，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出

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的重大战略决策。当时，兴建荆江分洪工程困难重重，党和政府通

过建立健全各级组织机构加强统一领导、妥善处理分洪区移民安置工作、开展群众性

的爱国劳动竞赛运动、加强思想政治动员和宣传教育、调动人民解放军发挥主力军作

用、吸收苏联先进技术和经验等措施，确保了荆江分洪工程的顺利完工。荆江分洪工

程保卫了湖北、湖南平原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极大地降低了 1954 年长江特大

洪水的破坏力，充分彰显出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增强了荆江两岸

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认同感。荆江分洪工程在长江治理史上占有重要地

位，为国家建立和完善更加全面的长江防洪体系创造了宝贵的“窗口期”，至今仍是

长江防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杨文利、张沐春］

《党的文献》2021 年第 4 期要目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 年 7 月 1 日） 习近平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发言

 曲青山 冷 溶 张树军 陈 晋 贾高建 季正聚 张贺福 李 颖 姜淑萍 张神根

党在实践中总结科学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的百年宝贵经验研究（笔谈）

 张士海 丁晓强 孙晓莉 颜晓峰 贺新元 何 畏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 张爱茹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历史观看待中国共产党的 100 年 高长武 

做好党史教学工作，讲好党史故事 邱 然 杨丽梅

毛泽东谈学习党史 王 颖 

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开创性贡献 杨胜群 

重温邓小平对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指导——基于树立正确党史观的视角 韩晓青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构的恢复重建 张甲哲 肖贵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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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omic History Research *

An Brief Analysis on Shanghai Overseas Remittance Management Policy From 1949 to 1956

 ………………………………………………………………………………… You Yundi（53）

Abstract: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ccording to the country’s eight-

character policy of “facilitating the overseas remittances and serving the overseas Chinese”, it introduced 

and implemented a number of measures for the overseas remittance management in Shanghai. For 

examples, it appointed banks to absorb the overseas remittances, and transferred most of them to banks 

for the management; it rationally adjusted the Renminbi exchange rate and implemented preferential 

quotations for the overseas remittances; it did excellent jobs in the recep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tour 

groups to attract large amounts of overseas Chinese capital to settle in Shanghai. During this period, the 

implementation of overseas remittance management policy in Shanghai was once deviated, bu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entral relevant policies,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in Shanghai adjusted their policies in 

time to actively strive for and serve the overseas Chinese to return to China for investment. The overseas 

remittances management in Shanghai has achieved positive results, especially attracting a large number 

of the overseas remittances for investment. Shanghai’s overseas remittance management policy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overseas Chinese and financial policies. To a certain extent it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verseas remittance and financial industry in New China.

Keywords: Shanghai, overseas remittance, management policy, financial market,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 Social History Research *

The Beginning of the Yangtze River Governance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aking Jingjiang Flood Diversion Project as the Center …………………Feng Bingbing（70）

Abstract: The floods occurred frequently in the history of the Yangtze River, which posed a serious 

threat to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made a 

strategic decision to build the Jingjiang flood diversion project. At that time, the completion of project 

ahead of schedule was ensured by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organizations at all levels to strengthen the 

unified leadership, properly handling the resettlement work in the flood diversion area, carrying out the 

mass patriotic labor competition, strengthen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mobilizing the PLA to play the role of the main force, and absorbing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experience from the Soviet experts. The Jingjiang flood diversion project has safeguarded 

the lives and properties of the people in the plain areas of Hubei and Hunan, and has greatly reduced 

the destructive power of the 1954 Yangtze River flood. It fully demonstrated the superiority of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of “concentrating on major affairs”, and enhanced the trust of the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Jingjiang i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ir sense of identity with the people’s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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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Pollution Control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 Wang Ruifang & Fan Kexin（84）

Abstract: In the 1970s,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township enterprises, the problem of water pollution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beca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From the 1980s on, the government focused on the 

major pollution sources, the major river sections and the water pollution in key cities, taking the control 

of major pollution sources as the main means, and it began to focus on the treatment of water pollution. 

After the 21st centur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ncept of “maintaining the healthy Yangtze River 

and promoting the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water”, the government, taking the water function 

area as the unit, comprehensively launched the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so that the quality of the water 

environment in key river basins has improved. After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he 

government practiced the concept of governing the river—“conducting the great protection together 

without the grand development”—in the new era. The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has achieved outstanding 

results.

Keywords: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water pollution, governance, “healthy 

Yangtze River”, “conducting the great protection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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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Study of the Commemoration on the National Day From 1949 to 1965

 …………………………………………………………………… Zhang Zeyu &Yue Siqi（100）

Abstract: The commemorative on the National Day have important functions, such as shaping the 

image of the country, constructing collective memory, and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From 

1949 to 1965, the commemoration on China’s National Day showe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periods. From 1949 to 1952, The commemoration on the National Day were grand that there were held 

the military parade and mass gatherings and parades in Capital Beijing and other major cities. From 1953 

to 1959, the National Day military parade was only held in Beijing, and there were dominated by mass 

gatherings and parades in other major cities. The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we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standardized. From 1960 on, the scale of commemoration on the National Day were reduced, and the 

military parade was cancelled. The mass gatherings and parades in various places basically maintained a 

similar scale to the previous period that it basically formed conventions of the “five-year little celebration 

and ten-year grand celebration”. The commemoration on the National Day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ublicizing major national policies, summariz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 enhancing political identity and 

coordina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o on.

Keywords: commemoration on the National Day, military parade, People’s daily, Pravd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