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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上述影响的后果是使得在水利建设中重局部轻长远，重技术轻经济，重建设轻管理
。
 总之，过去的失误可归纳为“十重十轻”，要吸取教训，就必须从思想上、作风上、政策上、措施上
把它颠倒过来。
将重发展轻环境转变为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合理发展；重利用轻节约转变为在节约的前提下合理利用
资源；重形式轻实效转变为反对形式主义，切实讲求实效；重主体轻配套转变为主体配套并重，目前
先要对配套还债；重数量轻质量转变为质量第一，质量一票否决；重建设轻管理转变为实行现代化管
理，千方百计提高管理水平；重技术轻经济转变为水利建设也要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重局部
、眼前，轻全局、长远转变为反对地方主义、短期行为；重工程措施轻社会措施转变为双管齐下，互
相补充；重空头政治轻科学技术转变为反对空头政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3 21世纪中国水利事业的展望 对中国来说，21世纪是重要的时期。
在21世纪前半段，中国将实现第三步战略发展规划，由小康走向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人均GDP将由目
前的800美元增长到5000～6000美元（可比值），消灭贫困、落后与愚昧现象，结束受欺挨打的历史，
全面实现现代化，完成民族振兴的大业。
 在这一伟大的历史时期中，水利事业担负着艰巨的任务，面临严峻的挑战。
扼要来讲，新一代的水利工程师们要完成以下任务。
 3.1 妥善解决大江大河防洪问题 大江大河及有关大城市的防洪标准，应提高到适当标准（一般应能抗
御百年一遇洪水），并在遇到超标准特大洪水时，也有应对措施，不致造成毁灭性灾难。
 经过50年的建设、发展，中国的经济已有相当基础，人民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如果大江大河发生像
上两个世纪出现的特大洪灾，其损失及后果之严重是难以想象的，甚至会打乱整个国家的发展规划，
所以防止出现这种灾祸仍为首要任务。
 从工程角度讲，仍依赖于泄、蓄、分兼施，并以泄为主的综合措施。
在“泄”的方面要继续加高加固江河湖泊大堤，消除隐患和行洪道内违章障碍物。
某些民垸要平掉，把行洪空间还给洪水，学会与洪水共处，在一定洪水位下，大堤安全确有保证。
 在江河干流及支流上，结合其他兴利要求，继续建设必要的水库，在汛期进行科学的联合调度，起到
有效削减洪峰的作用。
 江河边滩、民垸仍可供农业利用，但在一定洪水流量下必须按规划放弃，不能自行围堵。
继续建设和完善必要的分洪区，遇特大洪水时按规划启用，并保证区内人民安全撤离和以后的合理补
偿。
 除以上措施，要强调非工程措施，如应用近代科技提高预测预报的精度和效率，延长预报期，确定最
优调度方案，组织精悍机动的防汛队伍，建立统一的权威性的防汛调度机构，实施防洪的社会保险制
度，改变目前汛期动辄千军万马上堤的情况。
 要争取在15～20年内，完成上述任务，建立科学、安全、合理的防洪体系。
 3.2治理黄河，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在中国的各大江河中，黄河具有特殊的复杂性，整治黄河是21世纪
水利事业的重大问题。
 小浪底枢纽竣工投入后，约有二三十年时间可以起巨大的调洪、拦沙、减（下游）淤及冲深河道的作
用。
但小浪底库容及拦沙期总是有限，要抓住这千载难得良机，科学调度运用，并进行追踪监测，开展研
究，作出正确部署，继续治理黄河。
主要任务是解决人黄泥沙和下游悬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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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贾金生主编的《中国大坝建设60年》用权威观点、专业视角和翔实资料，全面总结了我国大坝建设发
展历程、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深入介绍了新时期我国筑坝理念、战略规划和发展前景，充分反映了
国内外大坝规划、设计、施工、运行、管理等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介绍了现代坝工领域的新技术、
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
本书凝聚了我国水利水电领域资深院士、知名专家和技术骨干的智慧和心血，既是新中国水库大坝建
设辉煌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新时期我国坝工设计理念创新和技术进步的重要见证，具有珍贵的史料
价值和重要的实用价值。
它的出版问世，必将对我国大坝事业可持续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也将对世界大坝发展产生积极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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