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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文化的作用

水文化是文化的一种,经过多年的发展,对我们国家的

人民形成了一定的指导。水是生命之源,我们国家文化博大

精深,从古至今都有很多歌颂水的诗篇,文章等。我们要研究

水文化,就要认识到水文化的作用,要大力发展和弘扬水文

化的内涵,知道水文化的发展,继往开来,不断建设水文化。

通过我们的研究,把水文化的功能和作用进行了汇总。

1.1孕育功能

水资源是一切生命的来源,生命不能离开水资源。我们

国家五千年的文明,就是在黄河流域发展起来的。人类在最

初的时候,也是不断和水打交道,顺着水的轨迹生存和发展。

在考古学家的研究发现里面, 不管是旧石器时代还是新石

器时代,文化都是在有水的地方产生的。一个民族要想长久

发展,必须有优秀的文化。水文化就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伴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发展。所以,水文化在整个人类的文化

里面都有参与。

1.2教化作用

顾名思义,教化就是教育和感化,这也是文化的一个重

要作用。水文化作为文化里面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有很强的

教化功能。首先,水文化能够增强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水

文化是观念很强的形态文化, 所以水文化对于人们的道德,

思想,智慧,精神等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中华民族在不断发

展的过程中,不断认识水资源,和水资源做抗争,利用水资源

发展农业,保护水资源,赞美水资源等一系列的过程中进行

了总结,充满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水有很多种形态,首先水是

硬性的,告诉人们要像水一样刚毅,坚强,流动不息。水也是

柔性的,告诉我们要像水一样包容。所以,水给人们很多启

示,在人格的塑造方面有很重要的意义。中华民族自古就有

水过满即止的名言和谦受益,满招损一个道理,告诉我们要

谦虚,不能骄傲。还有很多关于智慧方面的词语,比如说水深

不可测,形容一个人的智慧很强大。还有辩证法的观点,比如

说水能载舟,也可覆舟。告诉我们一个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

要学会客观看待事物的发展。还有很多告诉人们要善良,做

好事的词语,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上善若水,现在很多人都

把这个成语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提醒自己做一个善良,正直

的人。所以,水文化从很多方面影响着人们,不管是世界观的

塑造,还是价值观,人生观等都能够从水文化里面受到启发。

1.3引领作用

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从实践里面来,但是又能够指导

实践。经过时间的发展,好的文化能够最终留下来,不断传承

和发展。优秀的水文化里面有科学的技术,还有基础理论,另

外还有治理水的方法和思路,有关水利工程建设的方针等。

优秀的水文化能够很大程度上促进着水利事业的发展和进

步,所以,我们说的治理水资源,并不是让水资源屈服于我们,

是让人类和水资源能够和谐共处,共同发展,保存水生物种

的多样性,并不等于扼杀。所以,优秀的水文化有很强的功

能。虽然现在科学技术已经可以实现强制治理水资源的方

法,但是科学技术也要考虑到社会和文化的需要。水资源的

管理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过程, 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形成过

程。所以,在水利事业发展过程中,要有优秀的水文化做指

导。

2江都水利枢纽水文化实践

现在社会在不断发展和进步,进去到 21世纪,也出现了

很多新文化。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生活的

要求也在增加。对水资源的需求更多了。但是,现在社会不

断发展,人们之前为了得到经济利益,大肆破坏环境,给环境

带来了严重的污染,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现在,工业

化在不断进步,人们也要重新审视自己,总科学合理的办法

去治理水资源。所以,中国的水文化要不断创新,发展可持续

的治理水资源的办法, 让水资源的发展和人们的物质文化

的发展相适应。另外,要增强对水利的发展规律的研究,适应

大自然发展的规律,促进水利工程的发展,满足人们的需求。

国家南水北调东线源头工程———江都水利枢纽地处江

苏省扬州市境内京杭大运河、新通扬运河和淮河入江水道

交汇处,南濒长江、北连淮河,主要由 4座大型电力抽水站、

12座大中型水闸以及输变电工程、引排河道组成,工程具有

灌溉、排涝、泄洪、通航、发电、改善生态环境等综合功能,既

是伟大治淮的重要节点工程, 又是江苏江水北调的龙头工

程和南水北调东线源头工程,被誉为“江淮明珠”。

江都水利枢纽风景区是首批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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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文化源远流长,水文化的历史久远。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国家的水文化不断巩固。现在,水文化代表了国家或者

地区的优良品德。表现出了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种良好状态。文章对江都水利枢纽水文化进行了阐述,并且结合江都水利

枢纽风景区的情况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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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以气势恢宏的水利工程为主体, 融合沿江风光、淮河美

景、运河情怀,水利工程与生态文明相辅相成,历史印记与现

代人文交相辉映,既具有水利工程特质亦兼“源头”文化特

征。风景区以工程景观为主,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为辅,根据

23座工程水域地理分布, 将景区分为一区三园———独具特

色的源头风光区、淮河归江文化园、邵仙运河文化园、宜陵

生态文化园,总面积近 5平方公里。景区目前已初具规模,设

施较为完善,是江苏主要的水利窗口之一。50多年来,先后

有 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家元首、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

社会各界人士来此参观考察。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先后

视察工程,并给予高度评价。。

3江都水利枢纽工程是对中国水文化的丰富

现在景区景区建设管理工作进展及成效有：一是制定

景区规划, 谋划持续发展。江都水利枢纽风景区建设坚持

“规划先于开发”, 委托专业设计单位对风景区及水环境进

行规划设计,编撰《江苏省江都水利枢纽水利风景区规划纲

要》《江都水利枢纽水文化发展规划》,同时,按照省水利厅开

展水文化遗产调查工作的部署要求, 成立水文化遗产调查

工作机构, 积极配合水文化遗产试点单位高邮市开展水文

化遗产调查工作。在水利风景区发展中充分考虑水利工程

功能与水生态环境及水利遗产保护, 并根据水利风景区的

资源特点,做出相对应的符合资源特点的规划,指导景区建

设工作。二是抢抓建设机遇,提升景区环境我处致力于建设

优质工程,争创一流管理,打造优美环境,挖掘特色文化。经

过 50多年的不懈努力,打造出闻名中外的“江都水利枢纽”

品牌和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几年来,我处按照水利风景区建

设管理要求,制定并有序实施环境规划,加大环境建设投入

力度。特别是抓住南水北调江都站改造工程、淮河入江水道

整治工程和地方城市建设机遇,对核心区沿河、沿路环境进

行提升,对周边水闸环境进行综合整治、美化,打造整洁优美

的工程环境。融入时代、地域特征和水利工程特点,增建景

点、调整绿化,形成“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景”的四

季景观,体现独特的“扬州园林”特色。三是把握治水脉搏,提

高文化口味。坚持把风景区建设与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相

结合,与弘扬水文化相结合,总结江都水利枢纽治水历程,挖

掘水文化成果,进行全方面展示。在核心区先后兴建了源头

纪念碑、江都水利枢纽植物园、仙女游园、江石溪纪念碑亭、

江都西闸“南水北调第一闸”文化石、江都东闸《临江都闸怀

古》文化墙、芒稻闸《历经沧桑话芒稻》文化墙、四是注重宣

传推介,扩大景区影响。参加由中国水利学会主办的“2015

中国水博览会”,结合国家级水管单位创建,制作《追梦江淮》

宣传册,拍摄《卓创江淮》《水韵源头》《魅力源头》宣传片,结

合扬州城庆 2500周年,在《扬州名城》上刊载《“源头”绰约

风华水韵渊远流长》专题。江都水利枢纽风景区在 2016年

的时候,制定出了完备复核工作方案,并认真实施,力求通过

复核将水利风景区品质和管理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重点

做好以下项目：第一,布展管理处大事记,做好口述历史工

作；第二,用 3D 形式介绍泵站、水闸工程以及水泵运行原

理,进行水利工程管理科普；第三,新建水文化专题园,展示

名人对江都水利枢纽的作创作的字画；第四,新增游客互动

体验项目；第五,增添草坪喷灌节水设施,营造爱水节水护水

氛围；第六,设计江都水利枢纽手绘旅游地图；第七,完善国

家水利风景区标识系统；第八,增加接待中心公共区域及客

房宣传制品,利用客房电视开机屏展示特色水文化；第九,摄

制江都水利枢纽风景区宣传片和微电影；第十,启动江都水

利枢纽水文化展览馆项目。目前,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这

是多南水北调工程的充分肯定。所以,当下加快水文化发展

与创新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有文化的自信,具体包括水文化

自信。这就告诉我们每一个水利人都要做好自己的本值工

作,为水文化的发展贡献力量。

4结语

通过文章总结,我们知道了水文化的重要性。南水北调

工程是对水文化的发展和补充,促进了中国水文化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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