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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建三峡好大喜功
,

怕将贻容子孙万代

一一 1 9 8 6年 12 月28 日在水利 电力部三峡工程论证会上的发言

孙 越 崎

(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组长 )

祖 要

论述三个间题
:

一是在防洪间题上
,

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 思 想 , 二

是发展水电要先支流后干流
,

要水火结合
,

因地制宜 , 三是川江应是 “ 航运第一
” ,

不应是 “ 防洪第

一
” ,

在泥沙间题未解决前应先整治航道
。

三峡工程规棋最大
,

工期最长
,

花钱最多
,

是长江开发中的主体

L 程
。

能不能兴建
,

要充分论证
,

不能急于决定这一长远大局
,
以防劳民伤财

,

贻害子孙万代
。

水利电力部为重编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召开论证领导小组会议
,

要我作为特邀顾向参加
,
感

到非常荣幸
。

现在就讲讲我的意见
。

1 9 8 6年 6 月
,
看到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的两个文件

:
一是撤销三峡省筹备组的通知 , 一是重

编和重审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的通知
。

这就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三峡工程决策
,
既积极

而又十分慎重的决心
,

以及发扬民主化和科学化的猜神
。

领导英明
,

我们衷心拥戴
。

为响应中央号召
,

积极参加三峡工程的重新论证
,

我认为三峡工程近期不宜上
,
现在提出应

当先抓哪些工程的具体意见
。

我是活到老
,

学到老
,

近两年多来
,

看了很多有关长江流域和三峡工

程的材料
,

请教了很多专家
,

并和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长江流域综合治理和三峡工程调查小组的

伺志们
,

对长江上中游进行了 38 天的调查
,

我们到处看间听记
,

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
,

进行镇重

研究
。

最近看到长办总工程师洪庆余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汇报的记录
,
对 他 的 汇报我有些意

见
。

今天我的发言分三部分
:
一是

“
在防洪问题上

,

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

大吉的思想” , 二是发展水电要先支流后干流
,

要水火结合
,

因地制宜 , 三是川江应是 “ 航运第

一 ” ,

不应是
“
防洪第一

” ,

在泥沙问题未解决前应先整治航道
。

因为洪庆余总工程师汇报的一

半内容讲了防洪问题
,

我也对防洪多讲一些
。

,
、 “

在防洪问题上
,

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

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 ”

这个题目是引用 1 9 5 8年党中央成都会议通过的
“
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

”

中的重要语句
。

我认为这个
“
意见

”
非常中肯

, 切 中要害
,

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

(一 ) 长江特别是武汉地区的洪水成因
。

长江流域广大
,

横跨西南
、

华中和华东三个大区
,

拱水来自各地区许多支流
,

在气象和水文上有一定的规律
。



长江流城各地区一般出现幕雨和洪水的时间不同
:
赣抚饶信修各水和湘江是 4一 6月最大 ,

资水
、

沉水
、

渔水 5一 7 月 , 清江
、

乌江 6一 8 月多 金沙江和 四川诸水 7一 9 月 ; 汉 江 7 一 10

月
。

一般年份基雨不太大时
,

不致发生水灾
。

但有的年份某些地区暴雨特别大或降雨面积很广
,

就会形成特大洪灾
。

根据长江流域发生的各次特大洪水实际情况
,

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
:

一种我理是 1 9 51 年和 1. 5 4年洪水
。

1 9 3 1年长江中下游洪灾非常严重
,

汉 口和南京都被淹
。

武汉三镇平地水深丈余
,

陆地行舟
,

疽

疫流行
,
淹没时间长达 133 天

。

中下游受淹农田 3 3 9万余公顷
,

受灾人口 2
,

8 55 万人
,

淹死 1 4
.

5万

人
。

但是这一年上游四川没有水灾
,

宜昌下泄最大流 t 64
,

60 0秒立方米
,

与荆江河段目前可散通

过的泄 t 6 0
,
0 0 0一 6 8

,
0 0 0秒立方米差不多

。

1 9 5 4年洪水比工9 3 1年还大
,

由于解放后加固了堤防
,

修建了荆江分洪区
,

当年在党的坚弧领

导下
,

组织了防汛抢险和临时分洪措施
,

保住了武汉市和南京市没有被淹
,

受灾 损失 比 1 9肚 年

少
。

但是这年所受损失还是很严重 的
,

被淹农 田 31 7万公顷
,

受灾人 口 1 ,
8 88 万人

,

死亡 3万多人
,

特

别是武汉市长期处于洪水包围之中
,

防汛非常紧张
,

京广铁路中断 1 00 天
,

影响 了全国的经济全舌
。

这年同 1 9 3 1年一样
,

四川也没有大水
,

宜昌下泄的最大流量 “
, 8 00 秒立方米

,

也不太大
。

1 9 3 1年和 1 9 5 4年都是上游洪水不大
,

但中下游特别是武汉周围约 50 平方公里地区洪灾非常严

重
。

由此可见
,

三峡大坝对武汉有什么用呢 ? 可以肯定
,

起不了什么作用
。

另一种类型是 1 9 81 年和 1 8 70年洪水
。

1 9 8 1年 ( 5 年前 ) 四川水灾很严重
,

受灾的达 1 36 个县 (市区 )
,

约 2
,

0 00 万人
,

被 淹 农田

n 7万余公顷
,

成昆
、

成渝
、

宝成 3条铁路被冲毁中断
。

去年我们调查时
,

在重庆朝天门 码 头看

到洪水标志
,

高程为 193
.

38 米
,

比平常江水位高出30 多米
。

那一年重庆市沿江街道和许多房屋都

被淹了
。

但该年宜昌的流量为 7 1
, 0 00 秒立方米

,

沙市洪水位比 1 9 5 4年低
,

荆江大堤没有出事 , 汉 口的

拼水位也较低
,

中下游没有水灾
。

另外
,

1 8 7 0年四川发生千年一遇的特大洪水
,

重庆水位比 1 9 8 1年还高出 4
.

8米
,

四川 的灾情

比 1 9 8 1年还要严重得多 , 宜昌的洪峰流量达 1 05
,

00 。秒立方米
,

由于冲开了松滋 口
,

对洞庭 湖 区

造成了巨大灾害
。

但是
,

这一年汉 口的最高洪水位比 1 9 5 4年还低 2 米多
,

汉 口的水量也比 1 9 5 4年小得多
。

可见

这年武汉和中下游的洪水不大
,

对武汉威胁也不严重 , 可是四川的洪灾闹得非常严重
。

从以上长江洪水两种类型可以看出
,

1 9 3 1年和 1 9 5 4年四川水不大
,

而武汉地区发 生特 大 洪

灾 ,反之
,
1 9 8 1年和 1 8 7。年四川 洪灾特别大而武汉洪水并不大

。

所以我说三峡大坝对武汉防洪起不

了多大作用
。

而且三峡工程由于移民的限制
,

不可能采用蓄水位很高的方案
,

目前考虑的 150 一

18 0米方案
,

防洪库容都较小
,

因此对武汉的防洪更不能起作用了
。

我上边举的两种洪水类型
,

三峡大坝对武汉都不起作用
,

有年份
,

有数字
,

都是实际情况
。

这个分析总是科学嘛
,

是历史的实践嘛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二 ) 斌汉防洪问皿
。

武汉市人 口 300 多万
,

是长江中游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中心
,

是东西

水运和南北陆运的交通枢纽
,

地位非常重要
。

1 9 3 1年和 1 9 5 4年
,

武汉市所受洪水灾害和威胁都非

常严重
,

是长江防洪中极为严重的问题
。

1
、

长办汇报三峡工程不讲武汉的防洪
。

洪庆余总工程师今年 5 月 16 日向全国人大财经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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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汇报三峡工程
,

重点谈了防洪问题
。

在他汇报完后
,

主持会议的王任重同志说
: “ 他今天没有

讲武汉防洪这个大问题
。 ”

1 9 5 4年大洪水时
,

王任重同志亲自坐镇武汉指挥防汛
,

有深刻体会
,

他说当时
“
如有 7 级大

风
,

武汉市也难保
” 。

他对武汉防洪非常关心
,

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
,

总想兴建三峡工程能减轻

武汉的防洪负担
,

难怪他听了汇报后提出这个大问题
。

长办不仅在这次汇报中不讲武汉防洪问题
,

查 1 9 8 3年所编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和 1 9 8 5年所编

初步设计
,

也都不谈三峡工程对武汉防洪能起什么作用
。

2
、

实际上三峡工程对武汉防洪不起作用
。

查长办 19 8。年所编 《长江中下游平原区防洪规划

资料》 中有一张表
,

说明如遇 1 9 5 4年洪水
,

不论有没有三峡工程
,

汉 口的最高洪水位 都 是 2 9
·

飞
米

,

与 1 9 5 4年当年一样高
,

兴建三峡工程 ( 1 9 8 0年编此资料时考虑的是 20 。米高坝方案 )拦洪后
,

并不能降低汉 口的最高洪水位
。

对于武汉附近所需分洪量则有所不同
: 目前情 况 如 遇 1 9 5 4年洪

水
,

要分洪 10 6亿立方米 , 在平原防洪方案 (对此方案后面 再说明 ) 实现后
,

尚需分洪 68 亿 立方

米 , 再考虑三峡水库具有防洪库容 37 6亿立方米时
,

还要分洪 54 亿立方米
。

就是说
,

三峡工程高坝

方案对武汉的防洪作用
,

只能减少附近的分洪量 14 亿立方米
。

现在三峡不 再 提2 00 米 高坝 方案

了
,

只考虑 150 米至 1 80 米方案
,

这样连这 14 亿立方米的防洪作用也没有了
。

3 、

建议水利 电力部论证领导小组要把三峡工程究竟能不能解决武汉防洪问题向领导讲清楚
。

上述情况不知道各位领导清楚不清楚
,

因为长办的汇报和文件中一直强调
“
三峡工程的首要任务

是防洪 ” , “ 兰峡工程对长江中下游防洪将起关键作用
” 。

这后一句话既然说的是长江中下游
,

当然包括武汉在内
,

很容 易被误解为武汉的防洪问题靠兴建三峡工程就可以解决了
。

从王任重同志听 了洪庆余总工程师的汇报后所说的
“
他今天没 有 讲 武 汉防洪这个大问题 ,

这句话看来
,

他心 目中对三峡工程不能解决武汉防洪问题大概不太清楚
,

恐怕其他领导 同志更不

清楚
。

因此
,

建议水利电力部向中央领导
、

国务院领导和人大常委会汇报时
,

要把这个问题讲清

楚
,
也要向参加三峡工程论证和将来审查的同志们讲清楚

,

不能再含糊了
,

不能再耽误 国家大事
·

了
。

4
、

武汉的防洪还得靠堤防和分洪
。

真正关心武汉的防洪问题
,

还要老老实实地做好武汉市

本身的堤防和附近的分洪区建设
。

但是这些工程迄今没有做好
,

不能不使人担心
。

武汉市的堤防
,

在 19 7 2年长江防洪会议后就提出加固加高的计划
,

1 9 8。年又进一步明确了这个

任务
,

但至今尚未完成 , 附近的分洪 区也没有落实
,

分洪区没有安全设施
,

临时要分洪时还有间

题
。

象武汉市内人 口这样密集
,

万一出问题要死多少万人
,

不知道长办考虑了没有 ?

(三 ) 要抓紧荆江大堤的加固加高工程
。

荆江北岸原来是云梦古泽
,

过去象洞庭湖一样调蓄

长江洪水的地方
。

自明朝张居正联成荆江大堤以来
,

堤内现有 54 万多公顷农田和 50 。多万 居 民
。

由于南岸洞庭湖区经常分洪淤积而逐渐抬高地面
,

北岸不进洪不淤积
,

因而形成南高北低
,

相差

悬殊
,

更显得荆江大堤的重要性
,

需要确保
,

不得溃决
。

l
、

1 8 7。年洪水荆江大堤没有溃决
。

洪庆余总工程师汇报中
,

多次强调荆江大堤
“ 万一遇到

特大洪水溃口
,

要死几十万人
,

上百万人
” 。

他在介绍 1 8 7。年大水时说
: “

南岸松滋口决口
,

凤
时北岸荆江大堤溃决

” 。

我查长办绘制的
“
长江流域 1 8 7 0年 (同治 9 年 ) 洪水雨情水情灾情概况

图
” ,

荆江南岸有许多箭头表示溃 口
,

而北岸从江睦枣林岗至监利城 18 2公里的荆江大堤 却没有

箭头表示溃 口
,

只是在监利县下游有一个箭头表示溃口
,

洪水可泄入洪湖
。

这与荆江上段演口愉
况完全不同

。

他汇报中说该年荆江大堤溃决
,

与事实不符
,

有图为证
,

可以查阅
。



2
、

堤防的溃决
,

最主要的是决定于它是否坚固
。

历史上最大的 1 8 7。年洪水向南冲开了松滋

们
,
另一次大洪水 1 8 6。年在南岸冲开了藕池口

,

两次特大洪水都没有使荆江大堤溃决
,

而比这两

年洪水较小的 1 7 8 8年洪水
,

却在荆江大堤的上段江陵县有 “ 堤决水入城
” 的记载

。

可见荆江大堤

哟演决与否
,

虽与洪水的大小有影响
,

但和堤防的坚固与否关系十分密切
。

最近的 1 9 8 0年
、

1 9 8 1年和 1 9 8 3年
,

洪水位都没有达到规定的防洪保证水位
,

而分别出现了74

一14 3处险情
,

说明荆江大堤的质量存在的问题很大
,

迫切需要加固
。

3
、

目前荆江大堤加固工程进展缓慢
。

荆江大堤加固工程于 1 9 7 4年列入国家基建计划
,

到现

在已 12 年
,

还有几千万立方米工程量没有完成
。

我们去调查时
,

据荆洲地区反映
,

照此进度还要

1 6年才能完成
。

水利电力部专为吹填堤背而报请国务院批准
,

从荷兰进 口了 4 条挖泥船
,

只给荆

扛修防处两条 , 而这两条还 因为缺乏经费和油料只能断续施工
,

进展很慢
。

对这样重要的荆江大堤
, “

万 一溃 口
,

要死几十万人
,

上百万人
” ,

而 已经列入国家计划的

加固工程
,

为什么长期拖延不完成呢 ? 据说加固工程尚需投资 2
.

7亿元
,

比三峡工程所需 几 百亿

元投资少得多
,

为什么不抓紧加快完成呢 ? 用意何在
,

很难理解
。

4
、

长办的 “ 舍上保下
”
规划思想很错误

。

为了拦蓄 1 8 7。年洪水
,

三峡水库不仅在正常蓄水位

以下大侧移民
,

还要在正常蓄水位以上没有移民的地区超蓄
,

迫使二三十万人临时逃洪
,

而在设

计文件中也未提及这些居民将逃到哪里去避难
。

我们在万 县看到
,

在 15 。米至 170 米之间
,

是人口

密集的商业区和居民区
,

还有不少工厂
、

仓库等等
。

水库蓄洪与天然洪水不同
,

时间比较长
,

淹

一次将造成多大损失也没有提
。

而且三峡水库因泥沙淤积和回水影响
,

将对重庆 18 7 0年本来已经非常高的洪水位 进 一 步 奎

高
,

更加增加四川的水灾损失
。

长办只强调 1 8 7 0年洪水对荆江的威胁
,

而不考虑该年洪水对四川

钓严重灾害
,

这是不公平的
。

长办拟在三峡库区超蓄
,

来代替下游原有的分洪区
,

这种
“
舍上保下

” 的规划思想是非常错

误的 , 我在移民专家组论证会上听到四川的同志发言
,

是坚决反对的
。

5
、

对非常洪水应考虑非工程措施
。

象 18 7 0年这种千年一遇的非常洪水
,

若要全部靠 工 程 措

施
,
将花极大的投资

,

洪庆余总工程师的汇报中也承认这是不经济的
。

应当把工程措施和非工程

措施结合起来
,

除加固加高堤防和做好分洪区的安全设施外
,

应设置先进的预报和报替系统
,

来

保证人民的生命安全
,

并尽可能减少淹没损失
。

( 四 ) 当前 . 主要的是抓平原防洪工程
。

1 9 7 2年水利电力部召开的长江中下游五省一市防洪

座谈会
,
拟定了平原防洪规划方案

,

主要内容是加固加高堤防和利用蓄洪垦殖区进行蓄洪
。

1 9 8 0

年赵总理在一封关于长江防洪问题的人民来信上批示
: “

应切实加以研究
,

需采取何种措施
,

应加

似部署
,

不能等待上三峡解决 (至少 10 年不能靠 )
。 ” 因此

,

原水利部又召开 了长江中下游防洪

座谈会
.

再次肯定了 1 9 7 2年所拟定的平原防洪方案
,

并作出了近 10 年的防洪部署
,

向国务院写 了

报告
。

1
、

平服防洪工粗比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大
。

1 9 5 4年长江中下游发生大洪水时
,

超过堤防宣泄

能力的超额洪水约 1
,
000 亿立方米

,

造成了巨大灾害
。

1 9 5 4年后
,

沿江人民对加固加高堤防做 了

大 t 工作
。

现在如再遇 1 9 5 4年洪水
,

可以多泄入海 30 0亿立方米
,

使超额洪水减少至 7 00 亿立方米
。

1 9 7 2年和 1 9 8。年两次防洪会议所确定的加固加高堤防的标准
,

要求各地的防洪水位比 19 5 4年

实际情况分别作适当提高
,

可进一步增加长江的泄洪能力
,

使超额洪水由70 0亿立方米再减 少 至

5 00 亿立方米
,

其防洪作用为减少成灾水量 20 0亿立方米
。

.

.



三峡水库的防洪作用
,

根据长办最近的资料
,

蓄水位 1 50 米至 1 80 米各方案
,
对 19 5 4年洪水只

能拦蓄 95 至 17 5亿立方米
,
都不如加固加高堤防的作用2 00 亿立方米大

。

2
、

平原防洪工程比三映工程见效快
。

平原防洪工程分布的面积比较广
,

可 以铺开来由各地区

同时进行 , 技术上没有三峡工程那样复杂 , 所需三材没有三峡工程多
。

我们在调查时有人反映
,

每年要动员几十万人冬春修堤
,

汛期上堤抢险
,

所给工资又较低
,

耽误正常生产
。

应 当提高机械

化施工的程度
,

以便节省劳动力
,

提高工程质量和加快建设速度
。

只要真正认识到长江防洪的重

要性和迫切性
,

领导下决心
,
平原防洪工程是可 以加快建成的

。

至于三峡工程
,

现在不知重新论证的结果如何
,

什么时候可以批准开工
,

开工后至少要 15 一

16 年才能把大坝建到一定高程起拦洪作用
。

为保证本世纪末达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 的 宏 伟 目

标
。

要求在此 10 余年内逐步提高长江的防洪能力
,

不可能指望三峡工程 , 而只有加快建成平原防

洪工程
,

才比较现实
。

3
、

分洪区内没有安全设施要死人
。

长江的防洪
,

除加固加高堤防外
,

还要利用蓄洪垦殖区进

行分洪
。

这是适应长江 中下游具体情况的一种现实措施
,

牺牲一小片
,

保护一大片和重点地区的

安全
。

对于蓄洪垦殖区的利用
,

洪水淹一下农 田当年有损失
,

但以后象林一山同志插话所说
: “

分

洪以后
,

土地都肥了
,

更高产
” 。

最重要的是要保证蓄洪区内居民临时撤退的安全
,

必需建设安

全设施
。

洪庆余总工程师在汇报中谈到赵总理在荆江分洪区视察时说
: “

你们能不能设想建几层的高

楼
,

准备临时躲难
。

” 这是十分正确的指示
。

可林一山同志插话说
. “

洪水冲击波也会把高楼潇

倒
。 ”

这就奇怪了 ! 洪庆余同志在 《汇报》 中曾说过
,

1 9 5 4年武汉四周闹大洪水时
,

武汉市有高楼

可以躲避
,

所以武汉市的人民虽在洪水包围之中
,

仍安心工作
,

秩序井然等语
。

洪庆余既说武汉

高楼洪水推不倒
,

而林一山插话说
“
荆江分洪区内的高楼要被洪水波推倒

。

两个长办人在同一场

合上说法不同
,

究竟谁对?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

我认为洪庆 余 的 话 对
,

林一山的话 是 言 过 其

实
,

对赵总理的正确指示妄作菲薄
,

不可轻信
。

我有亲身体会
:
抗战时期在重庆牛角沱住过靠嘉

陇江边的房子
,

下层在石头上凿几个窖窿
,

靠几根木柱子支撑
,

洪水通过时也没有被推倒
。

现在

用钢筋水泥框架建躲水楼
,

不仅可 以保护人身安全
,

还可把贵重物资放在楼上
,

减少分洪损失
,

应当是一种很好的安全设施
。

此外
,

还可因地制宜地建设安全台
、

安全区
,

以及结合发展渔业种

航运
,

恢复原来家家户户都有一只船
,

采取各种措施解决群众的安全转移和减少分洪损失
。

目前除荆江分洪区有些安全设施外
,

其他许多分洪区都还根本没有安全设施
,

问题很大
。

其
.

中如洪湖分洪区的主隔堤没有完成
,

坍方没有修复
,

围堤也不够高
,

分洪区内 91 万人的分洪转移

没有任何设施
。

计划上安排它分洪 1 60 亿立方米
,

但湖北省水利部门汇报时说
: “

洪湖分洪 区不
具备分洪条件

。
”

即使将来建成三峡工程后
,

也只能代替一部分蓄洪区
,

而大部分蓄洪区还得利用
。

综上所述
,

万一溃 口要死上百万的武汉市大堤和荆江大堤的加固加高工程
,

以及 蓄 洪 区 内

的安全设施
,

都长期拖延
,

进度缓慢
。

其症结就是 “ 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

思想
”

4
、

. 议国务院组叙人力检查奋促
,

限期完成
。

1 9 8 0年原水利部向国务院上报的长江中下游近

10 年防洪部署
,

应至 1 9 9 0年完成
,

现 已过去 6 年
。

建议国务院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一次检查
,

已经
完成了多少

,

还差多少
,

限期完成
。



因为三峡工程不可能在本世纪内发生防洪作用
,

如果在这期间发生一次大洪水
,

不能责怪三

峡工程没有建成
。

但如若等待三峡工程而没有抓紧完成平原防洪工程
,

因而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

则应当负起这个责任
。

(五 ) 支流水库和水土保持
。

各支流水库
,

对防洪和综合利用作用很大
,

我下边另有论述
。

长江流域各支流上游森林破坏很严重
。

西南地区的森林覆被率已由过去的 28 %降至 13 %
,

而

川中丘陵地区仅占3
.

5%
,

因而各支流和长江干流的泥沙量都在增长
,

对河道淤积
、

水库淤 积 以

及洞庭湖的淤积所引起的问题愈来愈严重
。

建议在长江流域规划中对生态环境和水土保持要有紧

迫感
,

确实加强领导
,

抓紧实施
。

这是治理长江的根本大计
。

.
总之

,
长江 的防洪不能等待三峡工程

,

而应当首先抓紧平原防洪工程
,

陆续兴建支流水库
,

并积极开展水土保持工作
。

二
、

发展水电要先支流后千流
,

要水火结合
,

因地制宜

长江流域的水力资源非常丰富
,

据长办统计
,

全流域可能开发的水力资源近 2亿千瓦
,

其中干

流可建水 电站 29 座
,

共 9
,

06 6万千瓦 , 支流可建水电站 4
,
4 40 座

,

共 10
,

“ 9万千瓦
。

(一 ) 长江流城水力资派的开发
,

应采取先支流后千流的顺序
。

1
、

长江有几条支流
,

都是大河流
,
包括

上游
:
雅碧江

、

氓江
、

大渡河
、

嘉陵江 (都在四川省 )
,

乌江
、

赤水河 (贵州省 )
。

中游
:
湘江

、

资水
、

沉水
、

遭水 (湖南省 )
,

汉江
、

清江 (湖北省 )
。

下游
:
翰江

、

抚水
、

饶水
、

信水
、

修水 (江西省 )
。

华东地区
:
甄江

、

飞云江 (浙江省 )
,

闽江
、

汀江 (福建省 )
。

以上各支流都可以建许多水电站
,

不少同志提出过各种支流水电站的开发方案
,

不但可以达

到 1
,
3 0 0万千瓦

,

而且可以超过
。

因此
,

长江流域发电是有条件先支流后干流
,

而不应当先 建 三

峡
,
后搞支流

。

2
、

先开发支流有很多好处
,

规模较小
,

工期短
,

产出快
,

陆续就近先供应 2 0 0 0年前的用电需

要
。

三峡大坝比葛洲坝高得多
,

三峡工程 比葛洲坝复杂得多
,

葛洲坝要 19 年
,

而三峡只是 17 年
,

不现实
。

三峡即使很快上马
,

也要到下世纪初才能发电
,

远水解不了近渴
,

而且积压投资
,

影响

2 0 0 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宏图
。

3
、

支流开发
。

渠化通航要尽可能地同梯级发电相结合
。

航运
、

发电
、

灌溉
、

蓄洪
、

拦沙
,

发

展乡镇企业
,

增加货运
。

而且枯水期间
,

各个支流的电站都要发点电
,

下点水
,

汇集到干流
,

航

道加深
,
有利于枯水期间的航运

。

这可以受到各省的欢迎
,

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

好处很多
。

例如
:

湖南省为沉江五强溪水电站
,

自愿负责移民问题 , 湖北省 自愿集资 6亿元
,

支持清江 隔河 岩 工

程 , 四川省集资 3亿元
,

支持雅碧江二滩工程
,

还想开发渠江
、

茶江的通航和发电
。

我们在重庆

调查时
,

特为我们放映录相
。

此外还想改造涪江流域的死坝
,

使之通航
。

在目前条条块块的改革

还投有完成以前
,

调动各省这样的积极性
,

很有必要
。

4
、

这些支流的上游
,

大多数是高山地区
,

应当由地方
、

集体
、

个体开发小水电和微型水电

站
。

最近已在全国 100 个县做了试点
,

应当迅速全面推广
,

大力支持和指导
,

短期培训
,

供 给小

型
、

徽型机组
。

凡有小支流和溪沟的地区
,

从几个
、

几十个
、

几百个或几千个千瓦的水电站
,

谁建

谁有
,

遍地开花
。

在目前大电网还无力送电到这些僻远山区的时候
,

使广阔山区先电气化
,

烧水

傲饭
,

可以少砍森林
,

发展农副业加工
,

是减少水土流失和扶贫致富的一条出路
。

而且长江流域

.



这些山区
,

多系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少数民族地区坛 得到他们的帮助很多
。

今天他们连温饱还有
伺题

,
不能忘记他们

。

从民族观点出发
,

对中华民族大团结
,
有重要的意义

。

煤炭部近年来大力发展小煤矿
,

1 9 8 5年 8
.

7亿吨产量中
,

地方矿和小煤窑生 产 占 了一 半 还

多
,

是缓解煤炭紧张的有力措施
。

当然有浪费资源的弊病
,
只能作为过渡

,
今后要靠 机 械化增

产
。

而水电是再生能源
,

开发支流上游的小型
、

微型水力资源
,
先小后大

,
有小煤窑之优势而少

小煤窑的弊病
。

在目前大电网无力送到之前
,

希望水利电力 部 门 予 以重视
,

提到议 事 日 程 上

来
。

(二 ) 发展电力
,

要水火结合
,

因地制宜
。

根据中国能源的分布情况
,

华东地区应当火主水

辅 , 华中地区应当水火并举 , 西南地区应当水主火辅
。

1
、

西南地区

-
应当多建水电

,

也需火电配合
。

贵州的煤很多 , 云南昭通距四川很近
,

揭

煤很多 , 四川也有些煤
。

贵州的煤运 出来
,

铁路已经饱和
,

要靠乌江和赤水河的梯级开发
.

集化

通航
,

既有水电
,

又可把煤运到华中
。

云南昭通褐煤应就地发电
,

送到四川
、

云南
。

这样
,

云贵

川三省可建成一个西南大电网
。

2
、

华中地区

—
有许多大支流

,

还可建不少水电站
。

华中的煤
,
除贵州外

,

要靠河南
、

陕

西
、

山西运来
,

铁路运输能力不足
,

可以建管道输煤
。

最近美国
、

西德
、

日本和中国在美国丹佛

开会
,
讨论水煤浆和精煤浆的科研工作

,

以代替石油发电
。

国家科委也批了40 0万元研究攻 关 经

费
。

管道物煤
,

煤炭部唐山研究所已有很好的设备
,

惟脱水问题
,

尚须进行研究
,

因 经 费 不 落

实
,

现在停顿中
。

应当迅速进行脱水的技术攻关
。

中国的能源
,

煤最多
,

已探明储量有 7
, 。 00 多亿吨 , 水能资源次之

。

石油现产 1
.

2亿多吨
,
后

备力 t 不足
,

海洋勘探结果不理想 , 新疆有希望
,

正在勘探中
,

目前说不清
。

天然气和石油伴生

气很少
,

核能资源更少
。

我个人看法
,

不管将来各种能源都开发起来
,

煤的 比重不会少于 60 %
。

因此
,

管道输煤和水煤浆的技术攻关要迅速进行
。

铁路也要建设
,

但太贵也太慢
。

除非发明新能

源
,

那又作别论了
。

3
、

华东地区

—
主要靠火电

。

秦皇岛煤码头去年外运 i
,

80 。万吨
,

今年可到 2
, 。00 多万吨 ,

由于 1 9 8 8年大秦铁路通车
,

19 9 0年可跃进运 出7
,

00 0万吨 ; 2 0 0 0年可运出9
,
5 00 万吨

。

加上夭津新

港
、

石臼所
、

连云港等
,

共可运 1
.

5亿吨以上
。

除部分去东北
、

广东和外销外
,

大部分供应 华 东
,

建设几个大火电站
。

华东电力系统的调峰
,

可 以建甄江
、

飞云江
、

闽江
、

汀江的水电站
,

扩建新安江水电站
,

新

建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
。

两淮和苏北等煤矿
,

目前年产 2
,
5 0 0万吨

,

也属华东区
。

因此华东电力部门可与煤炭
、

交通
、

铁道等部门联系
,

迅速筹建几个大火电站
。

从 1 9 9。年起
,

上述各港口 的煤炭大里下来时
,
几个大

火电站有可能同时发电
,

缓解华东电力的紧张状况
。

华东地区因富矿石须从澳洲运来
,

除钢铁厂

外
,

应当发展耗电少
、

产值高的工业
。

4
、

2 0 0 0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
,

不是各行各业和各地方也都要翻两番
,

这要因地制宜

和看国家财力能承受多少了
。

(三 ) 投资规徽必须同国力相适应

1
、

今年 3月
,

赵紫阳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上 《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 中说
: “

投资

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
,

是保证经济稳定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

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条客观

规律
。

无视这个规律
,

把投资规模搞得过大
,

必然造成重大比例严重失调
,

使经济发展走专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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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级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

”

当前
,
我们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过大

,

还需要在大力控制压缩的情况下
,

如果一下子增加举世

暇目的三峡工程这样的大量投资
,

而又长期不能投产
,

不但会挤掉其他 电力系统的建设项目
,

也

可能挤掉其他部门翻两番的基建项目
。

2
、

葛洲坝就是挤掉了清江隔河岩等水电站
。

葛洲坝没有防洪任务
,

只有航运和发电
。

葛洲

坝库区淹没了兰峡峡谷内一系列险滩
,

改善了160 公里航道
,

是其好处
。

但川江在南津关 出 口
,

一下子放宽至 1
,

0 00 余米
,

本来可以百婀争流
,

却建了拦江第一坝
,

设置三 个人 为 的 咽 喉 (船

闸 )
,

即使等待过闸的时间不算
,

只是过闸时间
,

我看着表
,

就足足花了 45 分钟
。

我们去年 6 月底到沙市
,
’

调查荆江大堤盐卡老险段时无人做工
。

据荆州副专员和 修 防处 反

映
,

以前护岸石方
,

每年约 4。万 吨是在 1 60 公里以上的南津关打石块
,

运输由船队承包
。

现 在有

了葛洲坝
,

船队因等待过闸时间不一定
.

不肯再承包了
,

所以护岸工程停了
。

葛洲坝电站的发电质量特别差
。

二三月间水枯
,

发电不足
,

这是水电站的常规
。

而葛洲坝是

个低坝
,

夏季涨潮时
,

来水很大
,

坝下水位抬高
,

落差减少
,

电又发不足
。

这是葛洲坝发 电质量

特别差 的原因所在
。

修建葛洲坝
,

长办林一山同志原来是不赞成的
,

他的意见是先修三峡大坝
,

后修葛洲坝
,

作反调节之用
。

后来由长办设计和水电部施工
,

工程做得很不错
,

但是改变不了葛

洲坝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误工程
。

近几年来
,

内参
、

报纸
、

电视
、

广播
、

刊物等连篇累犊
,

不断宣传葛洲坝这么好
,

那么好
,

什么都是好的
,

主要也出自长办
。

目的何在
,

大概要使有些不了解的人
,

认为三峡也 可 以 上 马

了二

如果 1 9 7。年起陆续建清江隔河岩
、

沉水五强溪
、

遭水江娅
、

资水敷溪 口 4 个支流水电站
,

而

不上葛洲坝
,

共可发电 297 万千瓦
,

比葛洲坝 2 7 1
.

5万千瓦多出 2 5
.

5万千瓦
,

所需投资还比葛洲坝

少些
,

可以提前发电
,

而且发电质量好得多
,

还有防洪
、

航运和灌溉等效益
。

而葛洲坝开工后 n

年才发电
,

19 年才能完成
,

时间长
,

发电质量差
,

效益低
。

长江 电力系 统 的 开 发
,

究竟是先支

流后干流
,

水火结合
,

因地制宜好呢
,

还是先建一个三峡大坝好呢 ? 建议在这次论证会上
,

作为

比较方案
,

认真地论证一番
,

上报审查委员会审查和选择
。

(四 ) 洪庆余总工粗师汇报中关于长江流城的发电向诬
。

1
、

洪庆余同志说
: “

有些同志拿三峡电站与雅碧江上的一些电站作比较
,

那些电站是往华

东
、

华中送不了电的
。

” 真奇怪
, “
攀钢

”
要扩建

,

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有色金属矿十分丰富
,

都应

开发
。

四川云南都缺电
。

漫湾水电站比雅碧江二滩更在西边
,

水利电力部已建漫湾水电站
,

它也

为送电往华东
、

华中吗 I 水利电力部总工程师潘家铮答 《科学报》 记者问
,

虽然也为三峡鼓吹
,

但

他说
, “

即将向更远的雅碧江进军
。 ”

一位是水利电力部总工程师
,

一位是水利电力部所属长办

的总工程师 , 两位总工程师的口径不同
,

到底谁对 ? 总之
,

我认为
,

我们不能忘记西南也缺电
。

长江发源于西南
,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负工程总责的
,

怎么竟把西南忘记了呢 !

2
、

洪庆余同志说
: “

三峡的单位千瓦投资是低的
。 ” “

有些同志把利息加上
,

把物价也加

上
,

所以提出要 60 。亿或 1
, 。00 亿元

,

那就不好算了
。

物价上涨怎么算呢 ? 同时跟别的电站相比
,

别的电站不加
,

只给三峡加上
,

这样比就不好比了
。 ”

我们经济建设组的调查组确是 提 过 6 00 亿

元
,

而专管基建工程的建设银行投资调查部算的比我们还要多
。

去年美国三峡工作组估计三峡工程费用需 85 亿美元
,

移民费不在内
。

最近英文报纸中国 日报报

道加* 大估计三峡工程费用需 10 6亿美元
,

没有说明是否包括移民费用
。

总之都比长办估计的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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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

别的电站不加
,

只给三峡加上
。 ”

我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

我们认为都应当加上
。

赵总理曾经讲过
: “

我们中国搞建设投有个资金周转观念
,

没有利息的观念
,

就只有投资多少
。

光讲投资多少是不正确的
。

你说投资多少啊
,

比如 60 亿元投资
,

建设周期10 年
,

算上 利 息 就是

12 0亿元
,

要是 5 年就是90 亿元
。

资金要从动态上看
,

它不是个静止的东西
,

光投入不产出 , 10 年

不产出
,
和 10 年中间有很多产出就大不一样

。 ”
我们是根据赵总理的指示算的

,

对三峡这样巨大

的工程
,

怎么可以不算呢 1

(五 ) 对电力系统专厄论证的愈见
。

我在本月上旬参加了水利电力部三峡工程电力系统专题

论证会
,
当时我对发电问题发了言

。

会后我又对
“
汇报提纲

”
学习研究

,

还有几点意见
:

1
、

在电力系统论证分析中
,

考虑了利息和贴孤 这是很对的
。

但是对于三峡工程的基本投

资数不落实
,
特别是移民费用相差很大

。

用这些不落实的投资数进行分析
,

很难得出 正 确 的 结

论
。

建议首先要对基本数据
,

特别是三峡工程的移民费用
,

进行落实
。

2
、

各个方案的投资数相对比较也不合理
,

如 1 50 米与16 0米方果只相差 12 亿 元
,

而 16 0米 与

17 。米方果却相差 29 亿元
。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 ? 这是由于各方果投资数不正确
,

因而很 难说

16 0米就是最优的方案
。

3
、

论证中只算 30 年远景的经济总帐是不够的
,

还应该算近期的财务帐
,

就是在同样满足电

力系统裕要的情况下
,

各种方果包括上与不上三峡工程
,

早上 或 缓上三峡 工 程
,

在
“ 七五

” 、

a’ 、五 , 、 “ 九五
”
所需投资和息金的差别

,

才能衡量国家近期的财力和物力能否担当得起的大

问题
。

三
、

川江应是
“
航运第一

” ,

不应是 “ 防洪第一
”

在泥沙问题未解决前应先整治航道

我认为
,

川江的规划和整治应以航运为主
,

而不是
“
防洪第一

” 。

因为长江是我国最大
、

最

重要的通航河道
,

是沟通西南
、

华中
、

华东经济的大动脉
,

是川云贵对外交通的主要出口
,

如果

出了间题
,

不仅要影响经济发展的全局
,

还将贻害于子孙万代
。

川江的航运
,

是没有任何其它途

径可以替代的
。

狠明显
,

三峡大坝建在川江上
,

客观上根本没有第二条可 以替代的川江
。

“
航运第一 ” ,

是周恩来总理 1 9 7 1年 6 月和 1 9 7 2年n 月在两次会议上提出来的
。

这句话符合

川江客观的自然条件
,

也是符合长江流域全面开发技术经济效益的
。

长江的特点是泥沙多
,

沿岸人口稠密
,

支流多而长
,

又是通航的黄金水道
。

在这样的大江上
,

没有傲好整个流域综合规划和先后次序安排的情况下
,

就来个拦腰建高坝
,

世界上还没有过
。

长江在长度上仅次于尼罗 河和亚马孙河
,

而居世界第三位
。

平均年径流 t
,
仅次 于 亚 马 孙

河和刚果河
,

也居世界第三位
。

多年平均输沙量本居第四位
,

由于上游森林砍伐过度
,

泥沙在增

加
,

近 6年平均输沙量已达 6
.

8亿吨
,

也有跃升世界第三位之势
。

巴西与巴拉圭在巴拉那河 所建

世界最大的伊泰普水电站
,

年输沙量为 0
.

45 亿吨
,

还不到长江的 1 / 10
,

而且上游干支流已建大 t

水库 (见下表 )
。

(一 ) 三峡工程沙泥淤积礴航难以解决
。

长江是一条多沙河流
。

在川江上筑高坝
,

必然有大

t 遥沙进入三峡库区
,

泥沙的淤积将严重影响航运的畅通
,

或降低发电的效益
。

修建三映大坝
,

如采用正常蓄水位 150 米或 160 米方案
,

从坝址到万县的的。多公里
,

航 道 确

玻拐到改差 , 但万县至长寿或重庆的 2 4。一 300 公里
,

则是水库的回水变动区
,
在 水 位 下 降

鱿要璐出天然河道
。

而这个区段正是泥沙大量淤积的场所
,

航运条件将比现在变得更坏
。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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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外10 条大河抽沙 t和通杭愉况筒衰

年翰沙盆

(亿吨 )
大 坝 通航情况

n甘,曰nù000̀00

中 国

印度
、

孟加拉

巴基斯坦

中 国

印度
、

孟加拉

巴 西

美 国

关 国

埃 及

巴 西

16
。

0 0

7
。

3 5

不 通 航 淤积严重
,

改为低水
头泄水排沙

布拉马普特拉河

J ,
二

`

布
印度河

长 江

恒 河

亚马孙河

密西西比河

科罗拉多河

尼罗河

巴拉那河

6
。

5
。

不 通 航

主要通航河道

淤积严重
,

拟在下游
再建水库

近年来输沙盆达 6
.

8亿吨

3
。

62

3
。
1 2

三门侠

没 有

塔贝拉

拟建三峡

低水头水闸

没 有

没 有

胡 佛

阿斯旺

伊泰普

重要通航河道

不 通 航

不 通 航

. _

淤积严!
新建水库

,

已在上游,土ō土ǎ吕,人

:
0

。

4 5 本不通航
,

以后
拟通航

淤积严重

上游千支流已建大t

水库

当采用17 。米或 18 0米方案时
,

回水虽可直达重庆以上
,

但库尾回水变动区的淤积
,

将处于重

庆港附近和嘉睦江 口
,

还要冒重庆港和嘉陵江出口航道被淤塞的风险 , 而且河床淤积还将导致洪

水位上涨抬高
,

加重上游四川省的洪灾
,

泥沙间题仍然难以解决
。

世界银行三峡工程专家组 1 9 8 6年 6 月的报告中提到
: “ 泥沙问题是三峡工程最重要的间题之

一
。

虽然已做了大量研究工作
,

但对于水库累积淤积量
,

将来保留的可用库容和变动回水区淤积

后航道水深的预测
,

都需作进一步研究论证
。

变动回水区泥沙淤积对航运的影响
,

是三峡工程最

严重的泥沙问题
。

对于所用一元数学模拟模型不太相信
,

需作严格审查
,

由此求得的预测和结论

要进行全面的评价
。 ”

各科研单位和大学所作泥沙模型试验尚在进行中
,

南京水科院所做的能够比较完整地反映整

个回水变动区的长模型
,

要到 1 9 8 7年第三季度才能有一个方案的试验成果
。

目前还难以 “ 做出负

贵的结论和明确的回答
” 。

(二 ) 发屁川江航运 , 先要整治航道
。

在泥沙淤积影响长江航运间题还没有研究清楚前
,

难

以下决
』

白就上三峡工程
。

为解决川江运量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逐年增加的需要
,

也不能等待三

峡工程
。

它在本世纪内不可能建成
,

所以首先应当抓整治航道
。

1
、

解放后 30 余年来
,

川江航道琉浚治理共 650 公里航线
,

花了约 1亿元投资
,

航道最 小 水

深由 2
.

1米增加至 2
.

9米
。

年运量现在约5 00 万吨
。

预测 2 0 0 0年约达 2
,

00 0万吨
,

2 0 3 0年后可能达到

石
,
00 0万吨

。

2
、

交通部内河航运局局 长张奇同志
,

在水利电力部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的发

言中说
:
叼! l江航运略加整治

,

通航能力可达 1
,
000 一 1

,
500 万吨

。

为了适应西南地区出川运量发

展的需要
,

要继续对川江航道进行较大规模的整治
,

以增大航道尺度
,

减少滩险和控制河段
,

同

时进行港口建设和改造
,

并在干线上增大船队载量
,

改进航运技术
,

增加发船密度
,

加强运行管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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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经过测算
,

采取这些措施后
,

川江航道下水的通航能力可达到 3 ,

00 0万吨左右
。 ”

3
、

据了解
,

第一期整治
,

达到通航能力 1 ,
000 一 1

,
500 万吨

,

所需投资 2一 3 亿元 , 第二期

较大规模的整治
,

达到通航能力 3
,
0 00 万吨左右

,

所需投资约 6一 7 亿元 ( 1 9 8 5年价格 )
。

这 些

投资较少
,

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当前投资力量
,

可 以及时满足近一二十年内川江航运发展要求的现

实措施
,

应当抓紧进行
。

(三 ) 支流航道盛治要与千流相配合
。

长江干流航运量的增长
,
除沿江城市和水陆联运外

,

要靠支流四通八达
,

形成巨大的航运网
。

长江各支流通航的里程不少
,

但大都标准很 低
,

周 转

慢
,

成本高
,

运量少
,

需要大大改善
。

交通部在 2 0 0。年内规划了 33 条支流的建设
,

并着手对其中15 条做开发整治的前期工作
。 “ 七

五 ” 期间有一部分要开始动工建设
,

如宜宾到重庆的航道整治
,

达到通行 1 ,

00 0吨级驳船的标准
,

以便与重庆至宜昌的航道相衔接
。

支流上有大渡河沙湾以下和眠江航道的整治
,

赤水河
、

金沙江

部分航道的整治和渠江等支流 的梯级渠化等
。

对碍航闸坝的复航工作也需抓紧进行
。

这些都是迫

切需要在三峡工程以前完成的
,

也是长江流域综合治理的组成部分
。

交通部这种联系实际
,

实事

求是的作法
,

我认为是很正确的
。

结 论

三峡工程规模最大
,
工期最长

,

花钱最多
,

是长江开发中的主体工程
。

但什么时候决心上
,

那要看条件成熟了没有
。

这里最主要的是个先后次序的指导思想问题
。

主体不等于就是先上
,

比如打仗
,
统帅应当是主体

,

但统帅不等于就是上阵打先锋
。

因此我

建议在座同志们重温一下 1 9 5 8年中央成都会议通过的决议
。

其中第五点意见
: “

长江流域规划工

作的基本原则
,

应当是统一规划
,

全面发展
,

适当分工
,

分期进行
。

同时
,

需要正确地解决以下

七种关系
.
远景与近景

,

干流与支流
,
上中下游

,

大中小型
,

防洪
、

发包 灌概与航运
,

水电与

火电
,

发电与用电
,

这七种关系必须互相结合
,

根据实际情况
,

分别轻重缓急和先后的次序
,

进

行具体安排
。

三峡工程是长江规划的主体
,

但是要防止在规划中集中一点
,

不及其他和 以主体代

替一切的思想
。 ”

这个意见
,

我认为是完全符合十二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
,

是辩证

唯物主义的典型体现
,

要学习它
,

吃透它
,

才能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具体工作中
,

不致犯急躁冒进

的错误
。

水利电力部
,

特别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
,

要回顾一下从 1 9 5 6年到今年整整 30 余年中
,

为什么三峡工程多次提出
,

多次上不了马 ? 其中必有值得深思的道理
。

长办一直对毛主席 《水调歌头
·

游泳 》 文艺夸张的词句 “ 更立西江石壁
,

截断巫 山云雨
,

高

峡出平湖
” ,

不知提过多少次 , 但对 1 9 6 9年 9 月毛主席指出
: “ 现在不考虑修三峡

,

要准 备 打

仗
,
要考虑脑壳上顶 20 0亿立方米水的间题

,

要研究四川境内长江支流的开发利用
” 的话

,

却 从

来没有提过
。

这是为什么 ? 1 9 5 8年党中央成都会议正兄 “ 大跃进 ” 就要开始的时候
,

还能通过周

总理的报告
,

没有毛主席点头能通过吗 1

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
;的决定

,

是对极左思潮的拨乱反正
,

国家才有今天

的繁荣昌盛
。

我们一刻也不要忘记
“
实事求是

”
这 4 个字

。
.

根据联系实际
,

实事求是
,

`

结合国情
,

先易后难的精神
,

我在上面防洪
、

发电
、

航运三个方

面都提出了近期应当先抓的一些工程
,

是达到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 所 必 偏

进行的
。



长办确实做了大量工作
,

进行了很多调查研究
,

取得了大量基本资料
,

可惜指导思想方面有

间题
。

希望通过这次论证会
,

能发扬 “ 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
” 的精神

,

做好长江流域综合治理和

开发规划
,
把当前迫切需要做的工作抓起来

,

一定能作出巨大的贡献
。

我本着 “ 长期共存
,

互相监督
,

肝胆相照
,

荣辱与共
” 的方针

,

并响应
“
知情出力

” ,

争取

做党的净友的号召
,

以94 岁老人
,

一颗赤子之心
,

率直发言
,

如有不妥之处
,

恳切地欢迎批评
。

说得太多了
,
浪费了大家的时间

,

对不起
。

谢谢
。

B e A n x i o u s t o B u ild H ig h D a m t o H a v e a F o n d n e s s f o r t h e G r a n d io s e

M a y E n t a il W
o e s o n t h e A f t e 一 A g e s

— S P e e e h a 七七h e D e m o n s t r a t i o n
M

e e七i n g o n

T h r e e G o r g e s P r o j e e七 o n D e e e m b e r : s , 1 9 8 6

S “ . Y “ e q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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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s t r a c t

I n t h i s p a P e r ,
t h r e e p r o b l e m s a r e d i s e u s s e d :

F i r s t
, a s r e g a r d s f l o o迁

e o n t r o l
,

t h e i d e a o f w a i t i n g f o r t h e b u i l d i n g o f T h r e e G o r g e s D a m s h o u l d

b e a b a n d o n . d
.

l t 15 im p r a e t i e a l t o r e l y e v e r y w i s h f u l t h i n k i n g o n t h e b u i l d
-

i n g o f T h r e e G o r g e s D a m , S e e o n d
,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t h e t r i b u t a r i e s o h o u l d b e
·

g i v e n f i r s t P r i o r i t y
, a n d t h e n t h e m a i n r i v e r

.

T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h y d r o e l e -

o r t i c o t a t i o n s s h o u l d b e i n e o r P o r a t e d w i t h t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t h e r m a l s 七a -

t i o n s , a s l o e a l e o n d i t i o n m a y s u i t , T h i r d
,
i n d e v e l o P i n g t h e Y a n g t z e R i v e r i n

七h e o t r e t e h a r o u n d S i e h u a n P r o v i n e e 一 n a v i g a t i o n , a n d n o七 f l o o d e o n t r o l
,

s h o u l d h a v e 七h e f i r s t p r i o r i t y
.

R i v e r e h a n n e l r e g u l a t i o n w o r k s h o u l d b e

e a r r i e d o u t b e f o r e t h e s e d i m e n t a t i o n P r o b l e m 15 s o l v e d
。

T h e T h r e e G o r g e s

D a m , w i七h 1 Ls m a m m o t h m a g n i t u d e ,

h u g e m o n e t a r y e x P e n d i t u r e a n d v e r y

l o n g l e a d i n g t im e ,

w i l l b e a m a i n e n g i n e e r i n g u n d e r t a k i n g o n t h e Y a n g 七z e

R iv e r
。

I七 m u s t b e f u l l y d e m o n s t r a t e d w h e t h e r 七h e d a m s h o u l d b e b u i l t a t

a l l
。

S u c h a m a j o r i s s u e w i t h f a r 一 r e a e h i n g o v e r a l l i m p a e t s s h o u l d n o t b合

d e e i d e d b y a f e w p e o p l e
,

i n o r d e r t o a v o i d t h e w a s t e o f m a n p o w e r a n d f i
-

n a n c i a l r e s o u r e e s a n d l e a v e h a r m ` 七0 o u r d e s e e n d a n t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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