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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水文化建设实施对策研究 

闫彦，王生云 

( 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通过对浙江水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提出了加强我省水文化研究体系建设、理念体系建

设、制度体系建设。建设一支规模较大、素质较高的水文化工作者队伍，为水文化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并建

议建立水文化宣传教育网络，实施“全省水文化教育推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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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命之源，也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之源，凡是有水流过的地方，就有生命和文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 “水具有

丰富的文化蕴涵和社会意义，把握文化与自然的关系是了解社会和生态系统的恢复性、创造性和适应性的必由之路”。 本文拟

就浙江水文化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究，并提出加强水文化建设的浅显建议。 

1 水文化建设的迫切性 

水文化是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也是实现水利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支撑
［1］

。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浙江省水文化建设既取得了积极进展和丰硕成果，又存在不少亟待加强和改进的地方，在水文化属性的认知、水文化

内涵、保护、设计方面还存在诸多紧迫性的问题需要加以解决。 面对日益复杂的水问题，面对人民群众对水利发展的新期待，

面对多姿多彩的社会文化生活，以水利实践为载体，积极推进水文化建设，创造无愧于时代的先进水文化，是一项重大而紧迫

的任务，也是时代赋予的崇高的历史使命。 

2 浙江水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文化建设是多层面的，它与文化的性质和功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体现着水利建设中人的思想、观念、意志和创造力，体

现在调整人与水关系过程中人们治水、用水创造的一切成果，它代表着一定时代、一定区域、一定文化背景下的生产力水平、

生活方式、审美取向。 本次调查中，在水文化的保护、设计、建设与规划等方面存在如下问题。 

2． 1 部分水文物遭到人为破坏或自然侵害 

历史上，由于水文化意识的薄弱，在各种建设中对古代水利工程的保护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大

量的古建筑的古遗迹遭到人为破坏，或者因为缺少保护和维修，因遭受自然侵害而损毁。 

例如，明清鱼鳞大海塘，在世界海塘建筑史上被认为是一项杰出的创造，塘基用的是 5 m 多长的粗木料，打成“马牙桩”、

“梅花桩”等不同类型的桩，塘底垒石最厚的有 23 层，最少的也有 18 层，都用上千斤的重条石逐层上叠，像鱼鳞一样。可

惜的是，这一坚实的古海塘，由于江道变迁、治江围垦等原因，现存无多。现存的钱塘江古海塘包括北岸海塘和南岸海塘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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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其中北岸海塘，大致西起西湖区转塘镇狮子口村，经梵村、闸口、南星桥、碑亭边，再沿秋涛路、杭海路一直到九堡、乔

司，并与海宁段相接; 南岸海塘，也是断断续续，无法成型。 此外，如今的通济堰目前也只留下堰头和干渠的一小部分。 

2． 2 水文化建设缺乏系统设计 

水文化建设包含理念层、制度层、行为层和物质层的建设，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浙江省的水文化建设仅在理念层上有所

认知，但在具体的水文化理念上还有待总结、提炼和提高，在制度层上，还缺乏明确的水文化建设规范，导致在行为层和物质

层上的水文化建设缺乏核心规划和规范的操作流程，水文化建设付诸行动较少，且缺乏系统性，显得比较零碎，进而影响了水

文化建设的社会影响力。 

2． 3 水文化宣传力度不够 

调查研究表明，目前浙江省水利系统在水文化宣传力度上还有待加强，对各种宣传媒体、宣传内容、宣传时机缺乏年度规

划，在水利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和民生意义等方面缺乏重点宣传，水利事业在国民心中的形象定位有待明确和加强。 当前，

浙江省正处于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水利事业正经历着从传统水利向民生水利加快转变的关键阶段。 我们

必须清醒认识时代发展的新形势、新变化，全面把握，深入了解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建设好、宣传好有浙江特色的水

文化。 

2． 4 水文化研究有待加强 

水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化形态，其历史悠久，又具勃勃生机。 历史上，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和认真研究，使这一独具魅

力的文化形态被人们忽视了，并缺乏系统性的研究
［2］

。 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水资源问题的日益突

出，水利工程所承载的历史也为人们日益所重视，开展水文化研究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目前，在水文研究上，还缺乏一定的研究基础、还未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还没有形成一定数量的水文化研究机

构和研究人员，还缺乏系统性的整理和收集有关水文化方面的资料和文献，古代水文化遗迹的挖掘和资料归档工作有待加强。 

2． 5 水文化组织机构有待健全 

研究结果显示，目前，全省水利系统还没有建立统一的水文化组织机构，水文化的建设和规划也未纳入当地水利的远景规

划之中． 由于缺乏一定的组织机构，导致水文化的建设和保护及开发方面缺乏一定的组织基础，由此，影响了水文化建设的长

远建设和规划。 

3 加强浙江水文化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3． 1 加强水文化研究体系建设 

(1) 依托浙江水文化研究教育中心研究水文化与浙江的历史与文明、水文化与浙江的历代吏治的兴衰更迭; 水文化与浙江

的社会结构，水文化与浙江的地域文化，水文化与浙江城镇发展; 水文化与浙江精神，水文化与浙江人文，水文化与浙江生态

文明。 

(2) 依托浙江水文化研究教育中心研究河道工程、防洪工程、湖库工程、海塘工程、堰坝工程、渠道工程、小流域治理工

程、围垦工程、饮水工程的水文化防御功能、水文化安全功能、水文化保障功能、水文化生态功能、水文化传承功能、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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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功能。 

(3) 依托浙江水文化研究教育中心研究在利用水、治理水、开发水、保护水和欣赏水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思想观念、

价值体系、科学知识、文学艺术、民间故事、杰出人物、民族精神等。 

3． 2 开展水文化理念体系建设 

以水利精神为灵魂提炼、形成水文化的价值观念体系; 以和谐文化为目标，以保民生促发展为基点，重新审视、梳理原有

水文化理念体系，在补充、完善部分内容的基础上，明确整体框架结构及其间的逻辑关系，建立体现时代精神、彰显传统特色、

符合水利事业发展需要和员工心理需求的精神文化体系。 

3． 3 加强水文化制度体系建设 

制度文化是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文化是一定精神文化的产物，是实现价值观的需要，它对于水文化具有强化作用。

以“传承并浸润精神文化理念、人文精神与重视执行相结合”为总原则，以“统筹兼顾、整体协调，简明实用、运行高效”为

总要求，建立“责、权、利”相统一、“包、保、核”相结合的制度文化体系，并通过持续的改进完善，促使水文化制度体系在

“在传承中创新，在适宜中成长”，不断增强水文化制度的生命力和适宜性。 

建立《防洪安全文化手册》《抗旱安全文化手册》《饮水安全文化手册》《灌溉安全文化手册》《水生态文化手册》《水资源保

障文化手册》《节水、护水文化手册》《水利风景文化手册》《水诚信文化手册》《廉政水文化手册》等。 

3． 4 建立水文化宣传教育网络，实施“全省水文化教育推进工程” 

建设一批惠及广大群众的基础性水文化设施和区域特色水文化活动阵地，充分发挥水文化在经济领域、教育领域、旅游领

域的重要性，基本形成布局合理、设施完善、功能健全，公益性与经营性文化设施有机结合、和谐发展的覆盖城乡的水文化宣

传教育网络。 

在全社会广泛开展水文化基础知识的普及工作， 加强村镇水文化、社区水文化、行业水文化、校园水文化、军营水文化、

家庭水文化建设， 实施“全省水文化教育推进工程”，让水文化教育进课堂，进课表，进家庭。 

3． 5 加强水文化人才建设 

抓好水文化人才培养，营造有利于优秀水文化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和环境，建设一支规模较大、素质较高的水文化工作者

队伍，为水文化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3． 6 开展水文化遗迹保护工作 

浙江历史水文化遗迹，跨越了 11 000 年上山文化、8 000 年跨湖桥、70 000 年河姆渡文化、6 000 年马家浜文化、5 000 

年良渚文化，大禹治水; 下至隋唐宋元明清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独具特色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可以说，浙江数量众多、价值颇高的水文化遗存已经成为浙江对外开放的一张独特的名片。 

(1) 树立全民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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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历史水文化资源就不仅是文物、水利等部门的事，而且是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共同的使命。我们要从确保历史水文化的

原真性、整体性、协调性入手，大力倡导历史水文化保护的全新理念，引导全社会树立和形成“保护历史水文化就是保护人类

未来”的共识，自觉保护各类历史水文化资源。 

(2) 坚持依法科学保护 

①依法保护 

加大对水文化遗迹保护的执法力度，对破坏水文化古迹和文化风貌的单位及个人严厉追究其责任，努力营造依法保护历史

水文化资源的法律环境。 

②科学保护 

只有对历史文化遗迹及其附属、配套设施的保护进行全面的规划设计，才能把历史文化资源完整有效地保护起来，生动形

象地展示出来。做好历史水文化资源的保护工作，并加快制定《浙江水文化遗产保护规划》。 

③永续保护 

对暂时未纳入或不具备开发利用条件的历史水文化资源，要坚持可持续原则，预留发展空间，把当前有难度的项目留给子

孙后代去完成。 

(3) 抓好体制资金保障 

完善历史水文化管理体制，整合充实水文化资源保护与研究力量，形成历史水文化资源保护、研究、开发的新机制． 在增

大财政投入的同时，探索建立水文化保护基金，为历史水文化资源的保护、研究与开发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3． 7 制定水文化建设实施的保障措施 

3． 7． 1 把水文化建设纳入“十二五”水利发展总体规划 

各级水利部门要高度重视水文化建设事业发展． 要把加快水文化事业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作为构建人水和谐社会的重要

任务，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 要把水文化建设事业规划的主要任务和重点工

程纳入“十二五”水利发展总体规划，统筹水文化事业与水利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 

3． 7． 2 建立和完善水文化建设的保障机制 

建设优秀的水文化是各级水利部门的共同职责，各级水利部门领导班子在水文化建设中要发挥决策作用． 要建立目标明确、

权责分明、关系协调、渠道畅通、注重创新的水文化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 要把水利工程老专家、高级管理人员的主导作用与

全体员工的主体作用紧密结合，党政统一领导，党政工团齐抓共管，员工广泛参与，不断促进水文化建设资源的整合。 

3． 7． 3 健全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 

要结合水利体制、机制的改革，对组建水文化组织进行可行性研究，尽快解决组织体系、人员配置、责任归属、考核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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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制约水文化建设的体制性问题; 各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是水文化建设第一责任人，所在单位党委宣传部门应配备专( 兼) 职

干部，负责组织实施水文化实践活动; 要把水文化建设纳入考核评价工作的总体部署，列入文明单位创建、以及干部绩效考核

等综合考核范畴。 

3． 7． 4 强化人才保证，确保必要的资金和物质投入 

要有针对性地组织水文化专( 兼) 职人员和各级管理人员进行水文化知识的专业培训，以全面掌握水文化知识，提高工作

能力，充分发挥其在水文化建设中的骨干带头作用。要不断加大水文化软硬件建设，为水文化建设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和物质

保障，设立水文化建设专项经费并纳入单位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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