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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走近黄河看水利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也是经久不衰的文学母题。
水利是治国安邦、造福子孙的千秋伟业，也是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文学题材。
当代水利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治水兴水实践，为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和广阔空间。
长期以来，广大作家朋友们关注水利、热爱水利、深入水利、贴近水利、讴歌水利，创作了大量具有
深刻思想内涵、感人艺术魅力、强烈时代特征、鲜明水利特色的优秀文学作品，为水利又好又快发展
营造了良好文化氛围、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2011年中央1号文件和中央水利工作会议，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从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全局出发，对加快水利改革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掀开了中国特色水利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篇章。
为使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更加了解我国的国情水情，凝心聚力推动水利事业发展，去年5月，水利部
、中国作家协会联合组织了“行走黄河看水利”——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赴黄河采风及创作活动。
此次采风活动得到了中国作家协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高洪波副主席专题听取汇报、亲自部署安
排并担任采风团的团长，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的同志积极联系作家，为采风活动做了大量深入细致、
富有成效的前期准备工作。
由15位知名作家组成的采风团不辞辛苦，溯流而上，历时12天，行程万余里，跨越7省市，对黄河河口
治理、防洪工程布局、标准化堤防建设、小浪底水利枢纽等进行实地考察，深入了解黄河历史、黄河
文化和黄河新貌，达到了熟悉水利工作、体验人文风情、感受时代变化、积累创作素材、激发创作灵
感的目的。
　　在这次短暂而紧张的文学之旅中，作家朋友们用敏锐的眼光发掘题材，用火热的激情感受生活，
用真挚的笔触传播信息，采写和创作了一大批描写水利的壮美篇章。
这些作品，热情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水利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形象诠释了“水是生命之源、
生产之要、生态之基”的深刻内涵，生动记录了广大人民群众和水利工作者的治水足迹，充分体现了
中国文学界和文学家们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这些精品力作的结集出版，不仅为水文化建设增添了宝贵财富，也必将对鼓舞斗志、凝聚人心，推动
水利改革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时期，也是抢抓战
略机遇、加快推进水利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
波澜壮阔的治水兴水实践，必将为文学创作提供更为丰厚的素材。
搭建更为广阔的舞台。
衷心希望作家朋友，更多地关心水利、重视水利、支持水利，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水利文学精品，使社
会各界和广大群众更加了解我国的国情水情，更加关注水利事业的发展，进一步提高全民水患意识、
节水意识和水资源保护意识，为水利的改革发展营造良好氛围，让水利更好地造福国家、惠泽民生，
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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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之行》里的这些作品，热情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水利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形象诠释了“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的深刻内涵，生动记录了广大人民群众和水利工作者的治水足
迹，无分体现了中国文学界和文学家们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水之行》的精品力作的由由中国水利文化艺术协会和水利部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结集出
版，不仅为水文化建设增添了宝贵财富，也必将对鼓舞斗志、凝聚人心，推动水利改革发展产生积极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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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你不知道的另一条黄河 　　杨克　　还有几天，就是小浪底水库一年一度泄洪的日子。
当泄洪洞和排沙洞次第打开，那巨浪排空、淘尽黄沙的气势，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以每秒1500立方米水量下泄的洪流，将冲刷下游淤积的河床，伴随滔滔大水奔腾人海的黄沙，直抵山
东垦利县入海口。
这十来年“悬河”河床下降了l米多，黄河三角洲东营那片共和国新增的湿地由每年2万亩减少到1万多
亩，千百年来在宇宙中腾挪的这条黄龙自有其不可知的奥秘，但无须讳言近年人为的调水调沙功不可
没。
　　这条绵延在历史图腾上的河流，承载了中华民族不灭的魂魄。
黄河是中国人的生命之河，即使在直观上，它的黄肤色也跟我们的血缘是如此亲近。
在中国的古文中， “河”一字仅指黄河。
只有黄河才配称得上是“大水”、“活水”。
千山万水、百国亿民，又有哪一条流水能与黄河相提并论?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脐带，它承载了一个民
族深邃绵长的情感。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也是世代子孙眼中的国脉。
如果说有谁不知道黄河，那简直无法想象。
　　然而许多人不知道还有一条数字黄河，行走黄河之前我对此也孤陋寡闻。
在河南省郑州市金水路11号黄河水利委员会那栋大楼内，水资源管理与调度局水量调度处有一问相当
大的调度室，整面墙上就是一条从源头到河尾的数字黄河，在一台台电脑的控制下，它监督、统筹、
协调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哪一个地方正从黄河引走多少吨水，每分钟都会一清二
楚显示相关数据。
这里的电脑不给信号，万里黄河任何一个闸门都无法开启。
过去一个副县长就能下令当地开闸放水，或者农民送只烧鸡管水员就私自供水的情形，再也不可能发
生。
　　自古黄河从未断流，第一次出现断流是1972年，之后的20多年问有19年出现由下而上的河床干枯
，20世纪70年代断流9天，80年代断流11天，最严重的是1997年，利津水文站竟然226天无水经过。
这不仅给沿岸的经济、生态造成灾难性的影响，而且当外国报纸刊载黄河龇牙咧嘴露底的大幅照片时
，似乎象征中国的国运不昌。
可见黄河从来就不仅是一条原型河流，它绝对还是政治黄河和文化黄河。
1998年1月，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163位院士联名呼吁： “行动起来，拯救黄河。
”当时各类传媒的报道铺天盖地，某些科学家言之凿凿，预言21世纪黄河将变成季节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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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使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更加了解我国的国情水情，凝心聚力推动水利事业发展，2010年5月，水
利部、中国作家协会联合组织了“行走黄河看水利”——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赴黄河采风及创作活动。
并由中国水利文化艺术协会和水利部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将各位作家先后创作的作品以及
有关采风新闻报道等进行了收集，现以《中国水文化建设丛书：水之行》冠名结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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