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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饱经战争沧桑与贫穷落后的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
巨龙终于睁开双眼，开始以一个大国的身份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
2009年，中国已经成为一言一行可以影响世界的地区强国，成为一举一动备受世界关注的世界大国。
　　从1949年到2009年，一个甲子的轮回，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满目疮痍挨饿受欺到锦绣大
地扬眉吐气，60年的中国经历了一个龙困于野、潜龙在渊到巨龙腾空的惊天巨变，创造了震惊世界的
奇迹。
　　作为今天的青少年，祖国末来的主人，你可曾知道：　　从初建的新中国到今天的政治体制、国
际政治地位，我们党付出了怎样的努力与艰辛？
　　从为了解决饥饿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今天解决了温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中国经历了何等曲
折的探索？
　　从“小米加步枪”解放全中国，到拥有“两弹一星”能够实现太空行走的现代化国防，中国军人
付出了多少生命和汗水？
　　从一个面临西方社会全面封锁，到成为全面开放，有能力影晌国际社会的世界大国，中国人民做
出了怎梓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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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一个对疆域地理所知不多，对天灾人祸无法及时反应救援，对全国自然环境一味破坏，但环境还算
清新自然的中国，到今天实现对疆域的数字监控，全面把握规划地理资源，及时发现自然灾害并迅速
反应救援，号召保护环境，展开“退耕坏林”“封山造林”，但环境仍然不能让人满意，六十年的新
中国又付出了什么样的努力，又承受了怎样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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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沧海桑田：新中国60年的自然　　第一部分　1949年开始探索中国的自然地理　　1.出版
新中国第一张地图　　地图，是我们认识中国的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像一只高傲的公鸡；我们可以在地图上找到自己的家乡。
　　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与最开始的全国地图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
地图，又称版图，它是一个国家领土和疆域的象征。
编制完备准确的地图就是反映一个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核心工作之一。
没有完整的地图，就不能说明这个国家的建立工作已经完成。
　　新中国建立了，国家的领土主权也必须要在地图上得到体现。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刚建立的时候，全国还没有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也还没有完全勘定。
当时，也没有作为一个疆界象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地图。
　　因为没有准确的地图区分，很容易带来边界、各省市自治区界线上的纠纷。
有一些地方，可能已经是中国人的，但他们并不能在地图上证明自己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上
。
更多的是一些生活在省市自治区交界线上的居民，有些还依照老习惯认为自己是属于这个地方，但实
际上可能已经属于另一个地方管辖了。
　　为了向大家表明新中国的新面貌，绘制新中国的大好河山，给大家一个清晰的讲解划分和证明。
1949年11月，我国政府刚刚成立就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张全国地图。
这是在地图上首次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主权第一次在地图上反
映出来。
1949年11月的第一张新中国地图上，中国的版图就像一只昂首阔步的雄鸡。
在这幅地图上，北京成为新中国的心脏，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地图标出了东北、华北、华东、西北
、西南、中南六大行政区。
1954年中国地图出版社成立，从此我国开始有了专门的地图出版机构。
　　由于行政区域界线不明确或未经依法勘定，边界争议不断，地图上的行政区域界线也被迫采用“
权宜画法”表示。
1989年，国务院批准开展勘界试点工作。
1996年，国务院决定全面勘定省、县两级行政区域界线。
截至2002年底，中国近48万公里的省、县两级陆地行政区域界线全部勘定，成为法定行政区域界线。
由此，我国才有了真正完整清晰的全国地图。
　　全国地图，反映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变化。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先后设立了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和西南
六个大行政区。
1953年，国家陆续恢复省为国家一级行政区划建制。
与此同时，新中国创造并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先后设立了内蒙古、新疆、西藏、宁夏和广西5个省
级自治区、30个自治州和169个自治县、旗。
1988年设立海南省，1997年设立重庆直辖市。
1997年和1999年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分别设立特别行政区。
　　2.开始整编历史水文资料　　新闻中，天气预报上，对于水灾、地震等自然灾害，经常会有“历
史最高水位”“最大的自然灾害”这样的说法。
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可以根据历史水文资料的信息和对比，预测可能的自然灾害，分辨出自然灾害的危害程度
。
　　1949年，全国从南到北，珠江、长江、淮河、黄河以及华北北部的潮白河、滦河、内蒙古的西辽
河等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洪水灾害。
珠江流域的西江干流梧州站洪峰流量48900立方米每秒，仅次于1915年（50500立方米每秒），7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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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30天洪量均超过1915年，为近百年来罕见的特大洪水。
两广地区淹没农田39.3万公顷，受灾人口370万人。
长江沙市7月9日洪峰水位44.49米，为自1903年有记录以来的高值；汉口7月12日洪峰水位27.12米，为
自1865年有记录以来仅低于1870年、1935年而居第三位的最高值。
黄河花园口9月14日洪峰流量12300立方米每秒，流量在1万立方米每秒以上的时间达49小时，是黄河回
归故道后的首次大水。
　　10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决定：将国民政府中央水利实验处水文研究所、长江水利工程总局
、淮河水利工程总局等单位积存的水文资料全部集中，并组成水文资料整编委员会，任命水利实验处
水文研究所所长谢家泽为主任委员，分长江和淮河两大组负责整编历史水文资料。
第一次拟定了水文资料整编刊印格式及工作方法，为以后的水文资料整编工作积累了经验。
　　水文资料整编，是对原始水文资料按科学方法和统一规范进行整理、分析、统计、审查、汇编、
刊印、存储的全部技术工作。
在收集有关资料，审核原始资料，确定整编方法手算时，进行推算、制表。
电算时，进行数据整理，填制加工表，录入数据文件，计算及输出整编成果表，进行单站合理性和信
息合理性的检查，编写资料整编说明书。
其内容主要为水位、雨量、流量三大块。
　　3.新中国成立初期治理与开发长江　　长江是中国的母亲河，她孕育了祖国五千年的文明，也养
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但是，因为自然以及人为的原因，长江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灾难。
　　1949年全国解放，结束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长江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中国开始了历史的新
纪元。
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治理开发长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1949年全国解放，百万雄师过大江，不久长江汛期来临。
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水利设施严重失修，该年虽非特大洪水年，可江汉、洞庭湖、赣、皖、鄱阳湖、
华阳河水系以及江淮、太湖水系沿江滨湖发生了严重洪水灾害，堤防大量清决，千万顷良田尽成泽国
，广大人民深受灾难。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正式成立，解放战争仍在进行，党中央对此极为重视，决定筹建长江水利
委员会，归中共中央华中局领导。
当时已确定林一山同志去广西担任省人民政府副主席，9月间临时改变，邓子恢、陶铸同志找他谈话
，让他组建中南水利部和长江水利委员会，立即调集干部组建机构开展工作，并经中央决定将南京的
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机构（新中国成立前不久更名为长江水利工程总局）迁至武汉。
　　11月，林一山同志带领我们去华东参加中央人民政府接收指导委员会华东工作团，接收国民党中
央政府。
团长是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同志。
林一山同志负责接收水利部系统，并安排将扬子江水利委员会主要部分分期分批迁至武汉并入长江水
利委员会，留一部分在南京成立长江水利委员加固了荆江大堤。
荆江分洪工程的竣工，为防御1954年洪水、确保荆江大堤创造了重要条件。
1954年长江中下游发生了百年少遇的洪水，洪峰流量之大、历时之长远远超过1931年。
荆江分洪工程三次开闸分蓄洪水，降低沙市水位1米多，从而避免荆江大堤发生严重决口的毁灭性灾
害，并为荆江河段以下长江沿岸城乡防洪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战胜1954年洪水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主席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和周总理题词“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
充分体现了这一工程的伟大意义。
　　荆江分洪工程是体现江湖两利、团结治水的重要范例。
在长江中下游大量超额洪水不能安全泄入东海的情况下，长江两岸必然要发生淹堤决口，造成大量的
洪涝灾害。
有计划分蓄洪水，提高分蓄洪的效果是我们长江中下游防洪规划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各省拟定的分蓄洪方案开辟分蓄洪区都是从权衡利害尽量减少损失这个角度出发的。
兴建汉江杜家台分洪工程，也是基于这种规划思想，在总结1954年防汛斗争经验后兴建的另一项分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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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工程。
分蓄洪工程建成后，在丹江口工程本建成前经常运用，改变了汉江中下游堤防三年两决口的严重局面
。
蓄洪垦殖就是将一些适于开辟为蓄洪区的洼地荒湖围起来，需要分洪时破堤分蓄洪水，不需要分蓄洪
时进行垦殖加以开发利用。
　　1954年的实践证明，这项措施符合长江中下游实际，对防洪和发展生产都是有利的。
光靠堤防和分蓄洪工程只能对长江中下游防洪条件有一定程度的改善，解除历史上频繁发生的规模不
是很大的洪灾，在遭遇大洪水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灾害；但在遭遇特大洪水时，严重的洪灾威胁远
非堤防和有计划分蓄洪措施所能解决。
因此，要在长江干支流上建设控制性工程，实行综合利用达到从根本上进行合理开发的目的。
　　4.成立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气象局　　1949年12月8日，中国国家气象局成立。
国家气象局的前身是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气象局，成立于1949年12月8日，1953年转建为
中央气象局，1982年改名为国家气象局。
其职责是负责全国气象工作的组织、建设、规划、管理和业务指导。
　　国家气象局下设有四个直属机构。
第一个是国家气象中心，它由气象通信中心、天气分析预报中心和气象资料中心组成，是全国气象业
务工作的中心。
第二个是卫星气象中心，它负责拟订气象卫星的发展规划和提出技术使用要求，管理气象卫星地面业
务运行系统，负责卫星资料的接收、处理和分析研究及在气象业务中的应用。
第三个是气象科学研究院，它是以应用为主的综合性研究机构，从事天气、气候、动力气象、热带气
象、极地气象、高原气象、应用气象、雷达气象、人工影响天气等理论和技术研究，进行新的气象探
测仪器装备的研制和确定计量标准等，同时它也是气象科技情报中心。
第四个是气象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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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只有记住历史了解创造历史的人，才能融入历史继承历史。
创造自己的历史沧海与桑田，新中国60年的自然变化，征服与保护，新中国60年的环境变迁。
　　我们都知道，中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但你知道这个数据是怎样来的吗？
我们都知道珠穆朗玛峰海拔8844.43米，但你知道为什么原来的8848米现在变得不准确了呢？
我们喜欢利用空闲时间到全国各地旅游，纵览祖国山水，但你是否知道，现在的洞庭湖比60年前减少
了多少，三峡风光与10年前有多大差别，多少森林湿地在60年间消失在中国大地？
我们每天都会注意天气预报，你又知道天气预报是谁测出的，是怎样预报出米的呢？
我国频发的水灾、旱灾、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主要焦中在哪些地区、什么时候爆发，能否预测、
预防，新中国为此做过怎样的努力，这些你又知道多少？
我国的石油等各种矿产产资源是否丰富？
它们是怎样被发现的，其中经过怎梓的努力，你清楚吗？
中国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环境的变化，什么时候开始重视环境保护，现在的环境污染对我们的生活有怎
样的影响，你是否有所了解？
我们关注的珍惜生物，我们欣赏的自然美景，这些又是什么时候开始被重视、被保护起来的，其过程
你有兴趣知道吗？
中国现时自然环境态势如何？
60年前是怎样的，经过了60年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在一系列的变幻中，中国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阅读《自然与环境》，关注中国发展60年中的自然环境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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