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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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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命之源，对于人类的生存具有不容小视的作用，因此，水利工程对于我国的各种建设和人民的日

常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水利工作人员而言，他们必须要明确水利工程的重要性所在，加强水利风景区的管理可

以推动水利工程建设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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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利风景区的发展必然性

水利工程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国计民生，这是一种人

类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改造自然的良好体现。随着社会的

快速发展，人类文明也不断向前推进，水利工程的意

义便不仅仅在于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性，而是肩负上了更

多的时代赋予的使命。对于水利工程而言，从我国甚至

是整个世界的角度出发，从建设水库到加固河道等美化

工程，水利工程在发挥其原始功能的基础上，融合了生

态、环境、社会、经济等各方面效益，扬长避短，更好

地发挥其作用。所以，水利工程的实施者要建设景观水

利工程，树立新的生态水利新形象，展现现代水利新面

貌。水利风景区就是基于以上思想发展起来的，总体符

合了新形象、新面貌的载体要求。

2 水利风景区景观规划要求

在水利风景区现状调查中应评价景区的现有资源，对

景区规划的方向进行分析，对景区规划的环境保护要求明

确。还需对水利景区中可利用的资源进行调查，全面掌握

景区中可利用的资源储备及分布、功能、特征[1]。之后需

要根据数据调查的结果来建立水利风景区资源数据库。

在分析水利风景区资源情况时，需要对风景区重点资源

类型、区位、土地利用及植被等全面分析。比如，在分

析景区中植被的过程中应对环境条件、土壤条件等产生

重视。在景区规划阶段，在水库性水利风景区水文规划

中应重视景区周围生物生态恢复，使景观的设计与周围

的生态景观之间相互协调。在水文景观设计中应使关键

元素得到突出，使景观设计的水平提高。

3 水利风景区建设管理存在的问题

未利用科学理论指导

水利风景区的建设管理工作中，对于其文化价值、

经济价值缺乏正确的认识。对于国家发展战略来说，合理

利用水利风景区各项资源是非常重要，也是最为基础的部

分，只有充分利用水利风景区才能积极践行生态文明发展

战略。尤其是近些年国家加大了对生态文明的建设力度，

对于水生态环境修复、水资源浪费、城市内涝、水体污染

等方面是重点治理项目。但在实践中，部分水利风景区为

了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就会在风景区水域内养殖大量的

鱼类和禽类，导致水体自净能力下降[2]。尤其是部分景区

对资源过度开发，导致防洪泄洪能力下降，出现水土流

失的情况，对周边民众的安全生产造成极大隐患。

未建设具有特色的风景区

对于水利风景区而言，都有自己独特的水文化特

色，通过丰富的、具有深厚底蕴的方式提高水利风景区

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但部分景区在规划和开发的过程

中，未深入探索水文化内涵，传承及弘扬水文化力度不

足，过于重视经济效益。大部分水利风景区只是模仿其

他地方的水文化，没有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开展因地制

宜的开发设计，导致水利风景区的历史文化、景观空间

结构特色未凸显出来[3]。

缺少长期有效经营

对水利风景区合理开发建设，能够实现长期健康发

展。但目前水利风景区的自然环境未做好保护工作，在开

展日常经营活动过程中，部分人缺乏环境保护意识，导致

自然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而且水利风景区的管理水

平和服务水平有待提高，因为当前应用的服务体系还存在

较多缺陷，存在乱收费、服务项目混乱、服务态度差等问

题，严重阻碍了水利风景区的发展。部分景区的基础设施

缺乏维护，这主要是因为经营管理存在漏洞导致。

4 水利风景区的建设及管理措施

有利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

水利风景区广泛分布于乡村地区，与乡镇村的建设

发展有着密切联系。从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视角来看，

水利风景区有益于保护水资源，为民众提供安全洁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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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资源，且在改善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为

地区农业灌溉和农业发展提供保障等方面也大有裨益。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水利风景区高质量发展必须平衡

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具体来说，可以将水利风景区

中的水资源与土地资源、文化资源、农产品资源等进行

配置性开发，打造一条包括农产品种植、水产品养殖、

生态旅游观光、民宿餐饮等丰富内容的产业链条，衍生

出“旅游+休闲度假”“旅游+研学”“旅游+文化”等

多类主题产品，在加强生态保护和促进产业发展的基础

上，推动水利风景区与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建设以及田

园综合体有机融合，从而使水利风景区在增加村集体与

村民收入，实现水域地区的农村美、农业强和农民富中

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完善旅游服务设施

作为水库型水利风景区配套建筑设计，不仅要严格

控制建筑物的密度和规模，而且也要将当地的意识形

态、社会习惯以及文化风俗融入到旅游服务设施的设计

理念当中[1]。尽可能选取当地特色的建筑材料，避免在建

筑物外墙应用有色玻璃和光亮的墙面砖，防止将水利风

景区建成城市化的效果。同时，对于一些垃圾桶、草坪

灯等小品，应突出“水”这一主题，将当地的民俗、特

色景观以及与水有关的景观元素进行抽象化、艺术化加

工，形成自身的特色景观。

建筑物的美化设计

传统水工建筑物注重功能的发挥，大多规模庞大、

体型厚重，缺乏美感。随着社会发展，科学技术的进

步，水工建筑物也应注重美感，加入更多人文元素，这

样才能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在设计时便融入建筑艺术

语言，结合周边的自然、人文和生态，将水工建筑物融

于周围环境。已建成的水工建筑物，应在不影响其功能

发挥的前提下，对其外观进行改造和美化，体现出水工

建筑的科学、艺术和人文等特色。同时，对水利风景区

内已有的水文化设施进行保护和修缮，新建的服务、管

理等设施也要结合景区的地域特点，既充分体现地域文

化特色又具有时代精神[2]。

统筹各种尺度的雨水设施体系，协同配合，开展

雨水集蓄

在景区出入口及旅游核心区采取集雨式绿地、透水

铺装、雨水集蓄利用等设施；在管理服务区、秦巴风情

小镇游客居住的区域收集屋顶雨水，作为景区内的绿

化、道路冲洗、景观用水等，还可以作为冲厕和消防等

补充用水；对公共停车场、人行道、步行街和休闲广

场、室外庭院等场所进行透水铺装，有效控制地表径

流，充分利用雨水资源。景区内的雨水利用系统装置主

要包括虹吸式屋面雨水收集系统、集雨樽、雨水回用管

道、雨水收集净化池等。

护坡护岸系统治理，维护生态功能

对裸露或者存在水土流失隐患的边坡、岸坡采取工

程措施与植物措施结合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在景区红

色教育基地东北部有部分裸露高陡边坡，拟采取多种形

式的护坡形式，如浆砌石护坡、干砌石护坡、植草砖护

坡、六棱空心砖+草本、骨架护坡等来展示水土保持护坡

措施。规划区范围内的局部岸线存在土壤侵蚀，在这些

区域应尽量保持原河岸面貌、保持河道自然形态，以河

岸修整为主，采用纯植物护坡形式，部分水土流失较为

严重的岸段可新建叠石、木桩、抛石等生态护岸予以保

护[3]。此外，护坡护岸的治理不仅要因地制宜，充分考虑

安全稳定性，而且在措施布置时要充分考虑协调性和美

观性。

促进物理空间、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治理的融合

发展

水利风景区的良性发展始于对水体周围物质空间的

整体性和系统性治理，水域和土地等物质空间的综合治

理为水利风景区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开发及治理奠定

基础，而兼顾水利风景区保护和开发，则有利于密切水

域地区政府与群众间的关系，促进良性社会治理。水文

化是水利风景区发展的灵魂所在，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

的治理又能够推动文化空间的繁荣发展。具体表现为，

物质空间治理会促进民众文化权益意识的觉醒，社会空

间治理则可以为民众开展文化创造活动、继承和发扬水

域地区的优质水文化提供空间[1]。总的来说，绿化物质空

间、构建社会空间、重塑文化空间，是水利风景区统筹

景区建设与群众需求的重要路径。

结语：水利工程建设的发展对推动我国的社会经济

发展、稳定农业经济、改善人文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历史上较多的水利工程建设，都在一定基础上推进

了当时的经济发展。基于这一观点，我国越来越多的水

利风景区别建设起来。同时，水利工程建设的主体功能

的发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居民居住环境，还对

周边的生态环境进行了改善，水利工程建设是一种时代

追求，有益于社会发展，有益于人类生活环境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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