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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全国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理工作会议，主要任务是：总结成绩，交流
经验，分析形势，明确任务，在新的起点上全面提升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理水平，促进水利事业又好
又快发展。
在此，我代表水利部，向新批准的第九批国家水利风景区单位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全体与会代表和全国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理工作者致以亲切的问候！
向长期关心支持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理工作的各有关部门、社会各界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2008年水利风景区会议上，我在书面讲话中强调了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理的总体要求、发展目标、
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
下面，我再谈几点意见。
一、深刻认识加强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理的重要意义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广
大水利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呈现出规模扩大、投入增
加、管理加强、服务提高、效益增长、影响增大的良好态势，进入了稳步发展的新阶段。
2001年至今，水利部已批准设立9批共370个国家水利风景区，各地涌现了千余个省级水利风景区，形
成了涵盖全国主要江河湖库、重点灌区、水土流失治理区的水利风景区群落，不少水利风景区已经成
为当地人气最旺、效益最好的休闲娱乐场所，成为开展水情教育、展示水利成就的重要窗口。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人们对蓝天碧水的渴求
与日俱增。
水利风景区以其独特的工程、资源、环境优势，在发挥工程效益、涵养水源、保护生态、改善环境、
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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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全国水利风景区建设管理与水文化论坛”论文征集活动获奖论文一等奖3篇、二等奖5篇
、三等奖8篇、优秀奖11篇及入围论文l3篇，共计40篇论文。
这些论文均紧紧围绕水利风景区建设管理与水文化发掘、传承和弘扬的主题展开，对水利风景区景观
与水文化的外延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对水利风景区建设管理、水利风景区与水文化的关系、水文
化现状和传承弘扬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为促进水利风景区与水文化的和谐发展提供了借鉴。
    本书可供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水利风景区负责同志、景区建设管理单位从业人员和水文化研究者、
爱好者查阅、参考，也可供其他人员阅读。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全国水利风景区建设管理与水文化论>>

书籍目录

加快建设  强化管理  努力开创水利风景区工作新局面——在全国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理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代序)文化水利风景区建设、管理的灵魂《岳阳楼记》对水利景观规划的启迪水利风景区的水文
化品位水文化与水景观传承水的美德品赏水的美景论水利风景区文化属性及小浪底风景区的文化建设
试论水利风景区建没管理与水文化健康持续发展郑国渠国家水利风景区水文化建设思考挖掘文化内涵 
彰显水文化特色提升水利风景区品位——水利风景区建设管理与水文化弘扬创新的思考外秦淮河水利
风景区的水文化挖掘与展示浅论水利风景区建设管理与水文化黄河花园口区的水文化挖掘与旅游景点
构建水利风景区一传播水利文化的平台——“二黄河水利风景区”规划、建设的点滴体会浅析三河闸
水利风景区的水文化内涵及传承就衡阳市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理的现状看传承弘扬水文化的重要性挖
掘文化资源  打造堤防景区——黄河堤防景区建设的实践与思考建设水利景区  弘扬黄河文化——治黄
工程景区建设与黄河文化建设的调查研究浅谈松江水利风景区建设中对水文化的传承和弘扬高台水利
风景区建没管理中对水文化的发掘、传承和弘扬人水和谐  一水利风景区水文化建设的核心泰州凤凰
河水利风景区建设与水文化发掘的实践思考浅谈滨州三河湖水利风景区及其文化馆的开发建设努力发
掘惠亭水库水文化资源建设高质量水利风景区⋯⋯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全国水利风景区建设管理与水文化论>>

章节摘录

（2）以全面的导游系统解析水文化。
为了更好地传承中华文化，弘扬水文化，水利风景区对于水文化等无形的精神文化，辅之以导游系统
可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
导游系统既有人员导游，也有图文声像导游，关键是要撰写好导游解说词。
为加强旅游者的满意度，水利风景区可考虑配备专职景点讲解员。
这些讲解员经过培训之后上岗，统一着装，为游客介绍相关的专业知识，提供周到的景区讲解与路线
引导服务。
如安徽省龙河口水库水利风景区的部分导游，聘用的就是水利单位取得导游资格的正式职工。
这样讲解更专业，让游客与水利工程贴得更近，游客反响非常好。
图文声像导游可以通过文字说明、录音解说等方法为游客提供服务。
在主要景点采用立牌立碑的方式，用文字图片对景点进行说明，或采用录音录像播放形式为游客提供
解说服务。
此外，还可以设置模型、触摸显示屏为游客展示或演示，使游客对水利风景区相关内容有较深入的了
解。
（3）以特色多样的专题展览彰显水文化。
水利风景区建设管理中的文化内涵挖掘，还可以用专题展览的形式，着重呈现与水相关的文学艺术作
品等，用来丰富水利风景区景观的构成。
古人很懂得文化对山水景观的意义和作用，每一景区景点的开发，每一亭台楼阁的创建或重修，都要
撰铭、作记、赋诗。
这方面绍兴市做得很成功，受到了公众的充分肯定。
他们曾请绍兴籍原中国历史地理学会会长陈桥驿先生为“运河园”撰写了《运河记事序》、《玉山斗
门遗存记》等文章。
请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原会长姚汉源先生为浙东古运河“运河园”建设精心绘制了《宋代运河图》；请
现会长周魁一先生为“运河园”主牌坊题联：“来风来云来际来会稽禹功，之南之北之东之西兴货殖
。
”这是对浙东古运河高度概述和评价；请绍兴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潘家铮作《浙东运河整
治纪盛赋》，对古运河历史功绩、风光、环境作了精到描述。
在绍兴平水东江，千石诗林景点文化布展中还有费孝通、王蒙、于光远等近30位当代名人为此景点及
绍兴历史文化、自然风光题诗作词，犹如一幅新的兰亭集序，丰富了绍兴的水文化内容。
同时，绍兴人对风景区内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诗歌、书法艺术、历史名人、佛教、道教文化，雅、
俗文化经过梳理、考证，一些真、善、美的文化，尽可能得到恰当的展示。
如龙横江文化展示，收集到的乾隆的《阅海塘记》和明代著名书法家艺术家徐渭撰并书的《初进白鹿
表》，凿刻于鹿湖园中十分得体。
将陆游手迹《游近村》、《渡头》等当年在古运河边所作所书，凿刻于古运河边的巨石之上便显得十
分真实、古朴和珍贵，是难得的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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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水利风景区建设管理与水文化论坛论文集》是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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