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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日） 淮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和能源基地，太湖流域

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今年，淮河和太湖两流域发生了严重

的洪涝灾害。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党政军民团结奋

战，取得了抗洪救灾的重大胜利。在抗洪斗争中，新中国成

立四十多年来建设的大量水利工程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

也暴露出两流域治理中的问题，主要是防洪除涝标准低；河

湖围垦、人为设障严重，排水出路不足；流域统一管理比较

薄弱；有些城镇、企业及交通等设施建在低洼地，防洪能力

低。为了进一步治理淮河和太湖，国务院决定，从今冬起，

用十年和五年时间，分别完成治理淮河和太湖的任务。 一 一

九八一年和一九八五年，国务院两次治淮会议确定的流域治

理总体布局及建设方案，仍然是进一步治理淮河的基础。要

坚持“蓄泄兼筹”的治理方针，近期以泄为主，用十年的时

间，基本完成以下工程建设任务： （一）加强山区水利建设

，进行小流域综合治理，搞好水土保持。完成病险水库除险

加固，修建板桥、石漫滩等重点水库。 （二）扩大和整治淮

河上中流干流的泄洪通道。“八五”期间，铲除经常行洪的

行洪区堤防，退建蒙洼、城西湖等行、蓄洪区堤防并迁移堤

内人口，加固淮北大堤等重要堤防及蚌埠、淮南等城市圈堤

，加强行、蓄洪区建设，兴建怀洪新河。“九五”期间研究

建设临淮岗控制工程。以上工程完成后，淮北大堤达到百年

一遇的防洪标准。 （三）巩固和扩大淮河下游排洪出路。“



八五”期间，疏通和加固入江水道，行洪能力达到一万二千

立方米每秒；续建分淮入沂工程，行洪能力达到三千立方米

每秒；加固洪泽湖大堤。“九五”期间建设入海水道，使洪

泽湖大堤达到百年一遇的防洪标准。 （四）续建沂沭泗河洪

水东调南下工程。“八五”期间达到二十年一遇的防洪标准

，“九五”期间达到五十年一遇的防洪标准。 （五）治理包

浍河、奎濉河、汾泉河、洪汝河、涡河、沙颖河等跨省骨干

支流河道，并进行湖洼易涝地区配套工程建设，提高防洪除

涝标准。 为此，要进一步做好治理淮河的各项前期工作，修

订完善淮河流域综合治理规划，优化防汛方案，发挥已建工

程的最大效益。 二 太湖流域治理以防洪除涝为主，统筹考虑

航运、供水、水资源保护和改善水环境等方面的需求。“八

五”期间着重解决太湖洪水出路问题，基本完成总体规划确

定的太浦河、望虞河、杭嘉湖南排工程、环湖大堤、湖西引

排工程、红旗塘、东西苕溪防洪工程、武澄锡引排工程、扩

大拦路港、泖河及斜塘和杭嘉湖北排通道十项骨干工程。同

时，加强平原河网和圩区建设，形成以太湖为中心、具有综

合利用功能的流域工程体系。流域防洪达到防御一九五四年

型洪水的标准（相当于五十年一遇），相应提高除涝标准。 

今冬明春重点打通太浦河、望虞河，保证在明年汛前两河总

泄洪能力达到四百五十立方米每秒。 三 进一步治理淮河和太

湖，必须从全局出发，提高认识，统一行动，加强领导，采

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一）提高认识。水利不仅是农业的命

脉，而且是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要从人口、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认识治理淮

河和太湖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增强全民的治水意识，发挥各



方面办水利的积极性。 （二）统一治理。各地区、各部门要

在流域统一规划指导下，按确定的治理方案及实施计划进度

，分工负责，抓紧实施。要上、中、下游统一治理，顾大局

，讲整体，局部服从整体，团结治水。 （三）增加投入。治

理淮河和太湖的重点建设工程投资由中央和地方分担；面上

和配套工程投资，由地方负担。国务院已决定增加治理淮河

和太湖两流域的投入，各级地方政府也要增加投入。同时，

可组织城乡受益地区的单位和群众集资、投劳，具体集资方

案，由省（市）人民政府报国务院审批。各类农业开发资金

也可用于区域性水利工程建设。在工程设计和建设中，要本

着安全、实用和节约的原则，严格掌握建设内容和工程标准

。 （四）加强城镇及工业、交通等设施的防洪建设。城镇防

洪设施是城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城镇及工业、交通等设

施，要有必要的防洪保障，所需建设资金由城镇及工交企业

自行解决。与江河湖泊防洪有关的各类建设项目，建设单位

要在可行性报告中作出防洪评价，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

权单位审查批准，方可立项。 （五）加强淮河行洪、蓄洪区

治理。有关省人民政府要按照流域治理规划，采取切实措施

，保证汛期能及时有效运用，并使区内居民有比较安全的生

活环境。要严格控制行洪、蓄洪区人口，对经常行洪的行洪

区居民，要下决心外迁。要实行防洪保险制度。行洪、蓄洪

区的农业税在受灾年份要适当减免，给予必要的照顾。要指

导并资助行洪、蓄洪区内居民修建庄圩、庄台，修建永久性

房屋要建平顶房。加强区内排灌设施建设。 （六）加强流域

机构统一管理的职能。流域内重要水利工程，由流域机构直

接管理，统一调度。太湖流域太浦河、望虞河上的主要枢纽



工程，由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管理；淮河流域安徽省梅山

、佛子岭、响哄甸、磨子潭四座大型水库和河南省宿鸭湖、

鲇鱼山、板桥、南湾四座大型水库，淮河干流主要分洪工程

和洪泽湖枢纽，由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统一调度。具体办

法由淮河水利委员会与有关省商定。要加强河道、湖泊的管

理，做好流域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调度，加强水资源保护。

严禁违法围河围湖造田、养鱼和人为设障，违法围垦和侵占

的河湖滩地要坚决退田还河还湖，一切行洪障碍要坚决清除

，由地方各级政府负责落实。建立和完善水工程的经营管理

制度，分级确定水工程管理经费来源，并按有关法规收取水

费、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等，建立良性运行机制。 （七

）加强领导。成立国务院治淮领导小组，田纪云副总理任组

长，豫、鲁、皖、苏四省及国家计委、财政部、水利部等有

关部门领导参加组成。成立太湖治理领导小组，由水利部、

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负责人组成。各省、市政府也应切实

加强治理工作的领导。 淮河流域和太湖流域各级政府和全体

人民要进一步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顾全大局、团结协

作的精神，不失时机地掀起一个既有声势、又扎扎实实的水

利建设高潮，认真完成进一步治理淮河和太湖的各项建设任

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