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黄河与河南论坛文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黄河与河南论坛文集>>

13位ISBN编号：9787807344049

10位ISBN编号：7807344040

出版时间：2008-4

出版时间：黄河水利出版社

作者：牛玉国　主编

页数：355

字数：408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黄河与河南论坛文集>>

前言

　　各位专家、同志们：　　在全省上下认真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的重要时刻，我们在这里举办“黄
河与河南”论坛，是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推进河南两大跨越的具体行动；是传
承中华文明，弘扬黄河文化，推进河南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本次论坛顺利完成了各项会议议程。
即将落下帷幕。
　　这次论坛的成功举办和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分不开。
省委书记徐光春专门为论坛题词：　“保护利用黄河，繁荣发展河南。
”徐书记的题词高度概括了黄河与河南的关系，为黄河与河南论坛确定了基调，为河南治黄事业发展
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省长李成玉对论坛作了重要批示，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并祝愿论坛取得成功。
今天上午，省政协主席王全书、省人大副主任李柏拴、黄委副主任赵勇等亲临论坛，作了热情洋溢的
讲话。
上级领导对论坛的重视和肯定，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为今后我们更好地搞好河南治黄事业增添了无
穷的动力。
省直有关部门、沿黄各市的有关领导也参加了论坛，开封市周以忠市长还作了专题发言。
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次论坛的成功举办和在座的各位专家密不可分。
他们为论坛倾注了心血，提供了高质量、高层次、有独到见解的文章，为论坛取得重要成果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今天上午，省社科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新斌代表专家致辞。
刚才，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苗长虹，郑州大学历史系主任王星光，省文联副
主席、省作协副主席郑彦英的代表董迎玺秘书长，洛阳师范学院原院长杨作龙，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
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有鹏，黄委办公室巡视员侯全亮，河南黄河河务局原局长王渭泾，河南
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戴松成等专家，作了精彩的发言，发表了真知灼见。
在此，我代表河南黄河河务局，向各位专家、各位来宾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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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河与河南论坛文集》作为黄河与河南论坛的最终成果，在编辑过程中，我们以“突出论坛主题、
严把论文质量、避免内容重复”为选用论文的原则和标准，尽量做到优中选优，确保文集的高质量出
版。
有的论文尽管质量较高，因偏离论坛主题，而落选；有的论文则因内容重复，而不得不忍痛割爱；更
多的落选论文，则主要是质量问题（如材料陈旧、观点不明、层次不清、语言滞涩等）；有的论文则
约请作者在进一步修改、完善的基础上，予以收录。
    文集突出邀请专家的论文，重视保持论文原貌，仅对笔误和个别引用不准确的数据进行了订正。
由于不少论文缺少脚注和对引用文献资料的表述，为统一体例，编辑时去掉了个别论文的脚注。
另外，参考有关书籍对文内各级标题进行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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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河南省政协主席王全书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　　在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
神的热潮中，河南黄河河务局举办的“黄河与河南”论坛今天在这里开幕了！
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谨对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为河南治黄工作做出重大贡献的广大干部职工，向关心、支持河南治黄事业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
感谢！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和华夏文明。
黄河与河南有着亘古不解的渊源，千丝万缕的联系，休戚相关，福祸共依。
黄河流经河南这片土地，就有了位于黄河两岸的河南，为中原造就了广阔、平坦、肥沃的冲积大平原
，为炎黄子孙创造了赖以生存的沃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资源。
　　河南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华夏文明之光在这里放射出最为耀眼的辉煌，产生了蜚声中
外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培育了绚烂的商周文化。
从夏商起，在长达5000年的华夏文明史中，河南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长达3000多年，先
后有20多个朝代建都或迁都于此，在整个中国发展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黄河又是一条桀骜不驯的黄龙，尤其在河南段，河道淤积严重，“地上悬河”突出，为典型的游
荡性河段；洪水突发性强，预见期短，防守无周旋余地；历史上决溢改道频繁。
从公元前602年（周定王五年）到1938年的2540年间，黄河下游共决口1500多次，其中有三分之二发生
在河南境内；大改道26次，河南占了20次，给两岸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黄河又出现了水资源短缺、水质污染加重的严峻局面。
因此，河南黄河段防洪与治理历来都是黄河下游的重中之重。
从远古时期的大禹治水，到历朝历代，都为治理黄河水患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黄河宁，天下平”成为沿黄人民梦寐以求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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