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沣惠渠水文化建设实践浅析

狄 楠 张啊妮 张韵祺
西安市 河沣惠渠管理中心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针对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和水利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加强水文化建设，促进水文化保护、传承、弘扬、

利用，是现代水利工程发展的大势所趋。本文在梳理沣惠渠发展历程、地理文化优势，总结其水文化建设现状成就的

基础上，指出沣惠渠水文化建设面临的许多挑战并给予措施建议，为城市河道水文化建设工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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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阶段水

利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西安市“十四五”水务发展规

划》将“水文化传承弘扬”作为八项重点工作之一，

并指出“构建以渭河、泾河为轴，传承泾惠渠、沣惠渠

等治水历史的水情教育文脉；在沣惠渠，仪祉湖建设水

情教育基地”。近年来，沣惠渠坚持以总书记“节水优

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为根本

遵循，按照“传承水文化、提升水工程、防治水灾害、

美化水环境、服务大西安”的发展思路，不断挖掘水工

程文化底蕴，保护传承弘扬建设发展文化，依托工程，

建设水情教育基地及仪祉湖水利景区，提高水文化宣传

教育力度，已将沣惠渠打造为集生态引水、景观展示、

文化宣传为一体的现代化水利工程。*

1��沣惠渠基本情况

西安市沣惠渠灌区是著名“关中八惠”之一，始建

于1941年，是西安市最大的自流灌区。沣惠渠灌区南起
秦渡镇，北临渭河，干渠总长48.3km，流经高新、沣东
新城、雁塔、莲湖、未央等区县，设施灌溉面积曾一度

达到21.35万亩，被誉为“西安粮仓”和“渔业发展之
基”[1]。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城市的发展，灌区农

灌面积逐年萎缩，逐步发展为集农业灌溉、防汛排涝、

城市生态供水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生态灌区。目前灌

区设施灌溉面积12.5万亩，有效灌溉面积约5万余亩，每
年向城市引生态水约7000万m3。不仅肩负着向仪祉湖、

斗门水库、高新湖、鱼化湖、汉城湖等景观湖生态供水任

务，还承担着向氵皂河注入生态水，提升氵皂河水质的任

务，成为古城西安重要的“生态用水供给线”之一。

2��沣惠渠发展历程

作者简介：狄楠（1992年—），女，山西省运城人，
工程师，硕士，主要从事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工作。

2.1  工程筹划建设期（1930年—1947年）
1930年，李仪祉任陕西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

后任省水利局局长，制订了《陕西水利工程十年计划纲

要》，筹划了“关中八惠”。沣惠渠主体设施于1942年10
月至1947年7月修建，建成渠首枢纽工程一座、干渠3条，
总长94.4里、建筑物84座。1948年有效灌溉面积5244亩。

2.2  工程发展壮大期（1947年—1988年）
结合污水扩灌和干渠建设，并推行定额管理、污水

施肥灌溉制度和渠道防渗技术，截至1988年，沣惠渠工
程设施共有干渠5条总长110里，有效旱涝保收灌溉面积
达21.35万亩，已建成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灌区，粮食亩
产达1200斤左右，灌区被称为“西安粮仓”。

2.3  水管体制改革期（1988年—2004年）
随着城市建设规模扩大，灌溉面积急骤萎缩。灌区

经济快速下滑，入不敷出，管理运行困难，举步维艰。

2002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
实施意见》，2004年陕西省政府出台了具体的《实施方
案》，2004年9月5日《西安市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
施意见》颁布实施。沣惠渠抓住历史机遇，稳步实施了

体制改革工作，实现了管养分离。

2.4  基础设施提升期（2004年—2012年）
通过实施农业综合开发、渠首防洪及生态工程等项

目，完成干渠衬砌、渠首仪祉湖等基础设施改造，沣惠

渠面貌焕然一新。

2.5  生态引水转型期（2012年—2018年）
随着沣惠渠沿线仪祉湖、昆明池、汉城湖等生态河

湖的建成，生态引水需求与日俱增，沣惠渠依托其干渠

输水功能，通过实施河湖连通项目及供水管道设施建

设，连通了“一池、一渠、四河、五湖”（即：昆明

池；漕运明渠；沣河、太平河、氵皂河、渭河；仪祉

湖、汉溪湖、高新胡、鱼化湖、汉城湖），将沣河生态

水源源不断输送到各生态河湖，年均向城市引生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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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0余万m3，实现了从农业灌溉为主到以生态引水为主

的转型[1]。

2.6  水生态环境提升期（2018年—至今）
为保障水质，沣惠渠充分发挥河湖长制平台作用，

严格落实“一河一策”，与沿线区政府及各级河长联

合，开展黑臭水体整治和“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沣

惠渠水环境持续改善，恢复了渠道应有的生态面貌。围

绕“全域治水、建设生态”，通过实施沣惠绿道建设及

水利专项工程、仪祉湖景观提升建设项目、沣三干渠汉

城段生态环境提升工程等，逐步建成以渠首仪祉湖、分

水闸、沣二干渠雁塔未来产业城水景观、沣三干渠汉城

段、沣三干渠西三环至皂河段为节点，以沣惠绿道为景

观系带的“五点一带”工程风貌。

3��沣惠渠独特优势

3.1  地理优势
沣惠渠为“城中河”，其干渠穿越高新、西咸、雁

塔、未央等城区，周边居民稠密。近年来改造建设的仪

祉湖生态湖区、沣惠绿道及沿渠多处水景观工程显著改

善了生态和人居环境，吸引周边市民前来休闲、游览、

健身，受到社会群众的高度评价。

3.2  文化优势
3.2.1  李仪祉和关中八惠
李仪祉先生是我国近代水利建设的先驱，他参与创

办了我国第一所水利专科学校，传播西方水利科技，培养

水利人才，悉心研究治黄，凿泾引渭，兴建“关中八惠”

（泾、渭、洛、梅；黑、涝、沣、泔），惠泽三秦[2]。他

长期主持陕西省水利建设工作，极大地促进了关中地区

农业生产的发展，是陕西近代水利灌溉事业的创始人和

奠基人。李仪祉先生的治水理念和治水实践留给我们丰

富的精神财富。推进沣惠渠水文化建设，传承和弘扬仪

祉文化精神，缅怀治水功勋。

3.2.2  沣惠渠规划修建
沣惠渠灌区工程反映着工程规划建设的艰辛历程。

1941年7月，沣惠渠动工修建，工程由陕西省水利局负
责，李仪祉先生的学生孙绍宗、刘增祺主持（李仪祉先

生生前就已规划倡修沣惠渠），在鄠县秦渡镇沣河与潏

河交汇处以北150米处修建渠首工程，以石头砌坝引水，
大坝右侧设冲沙闸两孔。从渠首引沣河水，流经长多个

区县，设计灌溉面积21.35万亩，工程于1947年建成投入
运行。

3.2.3  沣惠渠发展历程
沣惠渠运行八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是领导下城市灌区

发展和河渠治理的缩影，是几代沣惠渠人治水理念与智

慧的结晶。其工程设施、管理体制、发展历程都承载了

浓厚的水文化特色，也体现了水利干部“忠诚、干净、

担当，科学、求实、创新”的新时代水利精神。做好沣

惠渠的宣传展示工作，对于传播水文化、传承新时代水

利精神具有深远意义。

3.2.4  灌区独特文化底蕴
沣惠渠灌区主要在沣渭河交汇三角地带，其范围南

起户县秦渡镇，北临渭河，西靠沣河，东到灞河，土地

总面积264平方公里，涉及周代沣镐和汉唐遗址漕河故
道、昆明池遗址、汉长安城遗址等，灌溉范围内文化底

蕴深厚，值得宣传弘扬。

4��沣惠渠水文化建设成就

4.1  保护和传承沣惠渠历史文化资源
2012年沣惠渠灌区被西安市文物部门命名为“一般

不可移动文物”。2015年经数次修改，反复打磨，修编
《西安市沣惠渠水利志》。2019年总结提炼沣惠渠的发展
历程，收集整理灌区建成初期的实物资料，在沣惠渠渠首

建成“沣惠渠水利展览厅”。2020年对沣惠渠历年来的档
案资料进行规范化整理和数字化加工，建成档案信息化管

理系统，实现灌区历史资料的安全、高效保管。

4.2  加强沣惠渠水文化载体建设
4.2.1  构建河湖连通格局
贯通水系、串联城市水体是沣惠渠的重要作用，也

是沣惠渠水文化的一大特色。通过沣惠渠工程使沣河、

皂河、太平河、漕运明渠水系联通，对于城市防洪排

涝、地下水补充、生态水利用等方面作用显著。同时使

仪祉湖、昆明池、高新湖、汉城湖、汉溪湖等城市水体

联通，为群众营造良好的水环境、人居环境。

4.2.2  实施水景观工程
水利工程是水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沣惠渠的提升改

造中，充分以渠道为骨架拓渠建园、扩渠造景，改变了

原有工程单调的面貌，扩拓展水生态空间。通过实施

多项水景观提升工程，建成以渠首仪祉湖、分水闸、沣

二干渠雁塔未来产业城水景观、沣三干渠汉城段、沣三

干渠西三环至皂河段为节点，以沣惠绿道为景观系带的

“五点一带”工程风貌。尤其在沣惠绿道建设中，沿渠

道两侧融合了休息驿站、人行道、自行车道、绿化带、

照明、音响、灌溉设施带等多个功能带，为群众营造了

优美贴心舒适的休闲参观氛围。

4.3  打造省级水情教育基地
2019年在沣惠渠渠首建成“沣惠渠水利展览厅”，

通过史实图文、实物以及电子沙盘等方式，以“李仪祉

与关中八惠”、“沣惠渠的筹划建设”、“沣惠渠的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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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发展”、“新时期沣惠渠的转型升级”四个部分展示

沣惠渠近百年的发展历程。2022年沣惠渠被授予“省级
水情教育基地”称号。通过览厅向市民展示灌区建设发

展史、开展水利科普教育。

4.4  仪祉湖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
2021年，通过对沣惠渠渠首仪祉湖进行绿化及基础

设施提升，配套了相应的服务设施，修建完成仪祉桥，

为市民提供了一个近郊出游、风景优美、接近自然的水

景公园。2023年5月，仪祉湖水利旅游景区被评为国家
3A级旅游景区。为充分发挥仪祉湖独特的水文化优势，
将仪祉湖打造为水工程与水文化有机融合的典型示范，

2023年组织编制了《仪祉湖提升规划》，旨在将仪祉湖
打造为省级水利风景区。

5��沣惠渠水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及发展建议

5.1  沣惠渠水文化建设的挑战
在新时期水利建设的工作要求下，沣惠渠水文化建

设工作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一是沣惠渠水文化建设工作

缺乏系统性规划；二是水文化建设投入不足，政策支持

较少；三是水文化挖掘不深，精神内涵不够突出；四是

已建水利工程与水文化融合不密切；五是水文化宣传和

教育比较薄弱。

5.2  沣惠渠水文化建设发展建议
5.2.1  加强沣惠渠水文化建设顶层设计
借鉴优秀河湖水文化建设经验，做好沣惠渠水文化

顶层设计，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把水文化建设理念融

入沣惠渠工程建设的各环节。积极争取省市级政府部门

对水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与政策支持，全面提升水文化

建设水平。

5.2.2  进一步挖掘沣惠渠水文化底蕴内涵
加大对沣惠渠工程建设时代背景、人文历史及地方

民风民俗的整理与挖掘，总结近年来沣惠渠精细化管

护、黑臭水体治理、河湖长制、河湖清四乱等专项行动

成果，展示沣惠渠八十多年来管护成果，彰显新时代治

水伟大实践和水利发展成就[3]。确定沣惠渠文化定位，梳

理文化特征，塑造文化品牌，提高文化辨识度[4]。

5.2.3  提升水利工程文化内涵
注重沣惠渠工程与水文化元素的融合，实现生态引

水、景观、文化等效益的统一。对于沣惠绿道、仪祉

桥、仪祉湖景区、沿线水系公园等已建水景观工程，应

充分挖掘其文化功能，增设水文化宣传设施及水文化科

普场所，将现代水文化理念厚植于群众心中。对于新建

景观提升项目，在规划、设计、建设阶段充分考虑沣惠

渠水文化建设要求，融入水文化元素，依据工程特点配

置水文化驿站、水文化长廊、水文化科普场所等，提升

水利工程文化品位，打造水文化示范工程。将仪祉湖打

造为西安市第一座水文化主题公园，加强面向社会公众

的水文化宣传教育，潜移默化中增强人们亲水、爱水、

护水的自觉性。

5.2.4  拓宽水文化宣传教育渠道
充分利用水情教育基地、仪祉湖水利景区等水文化

阵地，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重要水事节点，

持续开展宣讲、交流、展览、科普、研学、志愿服务

等活动。创新传播模式，开设微信公众号、抖音公众号

等利用新媒体进行宣传。制作文化宣传片和公益宣传片

在各类媒介平台等进行播放等，提高知名度和社会影响

力。通过加强水文化宣传教育，引导公众形成保护水资

源和水文化的生态文明意识，在社会上营造“节水、爱

水、护水”的氛围，推动水生态文化深入人心[5]。

5.2.5  加强水文化队伍建设
要加大水文化队伍的培养，通过培训班、邀请专家

学者交流、外出考察参观学习典型等方式，多方面多领

域学习相关学科专业知识，引导水利干部职工自觉主动

地弘扬水文化，建设一支精通水利专业、水利文化的复

合型人才队伍，为水利事业的长久发展和与时俱进做好

技术储备。

结语

沣惠渠具备水文化建设的独特优势和良好基础，从

西安农业灌溉的发展长河中走来，八十余载，沣惠渠湍

流不息惠泽民生，承载着先辈治水的艰辛与不易，见证

了水利事业的蓬勃发展，更憧憬着新时代治水兴水的宏

伟画卷。沣惠渠将进一步加强水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工

程效益和资源优势，深入践行总书记治水工作部署，为

水利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可靠的支撑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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