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古以来，丽水老百姓“择水而栖，择江

而居”，与水紧密相联，逐渐形成了博大精深、

绵延不绝的底蕴，将水文化的精髓一代又一

代传承至今。为了弘扬传统治水精神，挖掘、

保护、利用水利文化遗产，丽水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了水文化遗产普查，详细梳理了丽水水

文化发展的脉络。

2016年，丽水市正式组建成立了“瓯江水文

化研究会”，专门负责全市水文化建设重要决策

和规划的咨询评议、水文化建设重大项目重大

课题的研究、水文化建设工作的专业指导。

2017 年，丽水启动了全域水文化遗产普

查工作，率先以县(市、区)为单位对涉水方面

的古堰、古渠、古堤、古塘、古井、古桥、古渡

口、祭水古庙以及相关碑刻文献等历史文化

遗产进行全面普查，基本查清了全市 1800 余

处水文化遗产的分布情况、基本数据、保存环

境和传承情况，成果丰硕，亮点纷呈，并在此

基础上形成“水文化遗产名录表”，制作“水文

化遗产主要点位分布图”，编制“水文化遗产

特色点位简介”，展现瓯江水文化遗产的丰富

内涵。

通过对瓯江水文化遗产的全域梳理，一

条展示瓯江生态的“文化长廊”串联起丽水城

市的历史文化碎片和文化底蕴，打通与古堰

画乡、南明湖等重要旅游景区的通道，让河湖

生态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传承不息，全域普查梳理脉络

放眼世界，无论是塞纳河之于巴黎，泰晤

士河之于伦敦，还是多瑙河之于维也纳，几

乎每一座城市，都有一条代表城市精神的河

流。

自古以来，瓯江作为浙江省第二大江，不

仅是海上丝路“青瓷之路”的黄金水道，还酝

酿出源远流长的船帮文化。瓯江是丽水人民

的母亲河，更是丽水这座山陲小城的灵魂和

命脉，同样也是这座城市发展的无声见证记

录者。它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丽水儿女，孕

育了光辉灿烂的瓯江文化。

八百里瓯江有诉不尽的风土人情、写不

尽的诗情画意。近年来，丽水也秉承治河和

传承相结合，充分挖掘沿线河湖水文化，恢复

水工程遗产遗迹，提升河岸景观品位，结合河

道生态修复，对沿河两岸水生态、水文化、水

环境、水景观进行综合性的规划设计，并与全

域旅游发展相结合，构建水陆休闲通道，打造

诗画浙江的鲜活样板，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

客。

同时，丽水始终坚持将瓯江水文化作为

核心要素，与水工程建设、水景观打造有机融

合，有效提升了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并打造

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5 家，市级水利风景区 38
家。水利风景区就是结合水文化遗产挖掘，

把人文风情、河流历史、传统文化等元素融合

到项目建设与管理的全过程，打造成“水工程

为体、水景观为媒、水文化为魂”的城市会客

厅。市区南明湖水利风景区就是其中之一，

如今也是成为外地游客来丽水休闲旅游的必

选之地，每年游客近 500 万人，而临址重建的

应星楼也成为了丽水新地标，景区周边房产

更是达到了 30000元每平方米。

放眼瓯江两岸，一座座亭台楼阁拔地而

起，水文化博物馆、江边驿站、清廉教育主题

公园也陆续建成，水利风景区的创建唤醒了

这条沉睡在浙西南的绿色巨龙。八百里瓯

江，孕育了亘古绵长的瓯越文化，昔日丽水

“海上丝绸之路”的源头如今正因为水利风景

区的建设重焕生机。

“一江丝路盛景、十城秀美河川、百里滨

水画卷、千村碧水映绕”的画卷正在处州大地

徐徐铺开，丽水也将全力打造瓯江国家河川

公园 ，重点打造原生秘境、田园牧歌、童话家

园、山哈部落、冒险乐园、水上渔家、颐养天

地、小城拾光、山居人家、处韵乡愁等十大幸

福家园，力争将瓯江打造成为丽水人民的幸

福河。

改革创新，水利景区激活经济

通济堰的历史厚重，可它却隐匿于碧湖

平原一隅，以平民化的姿态，躬身劳作 1500多

年，是世界上第一座拱形大坝。始建于南朝

天监四年(公元 505 年)的通济堰，是中国古代

五大水利灌溉工程之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首批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孕育出古

老而灿烂的处州水利文化。

八百里瓯江最美河段从这里穿流而过，

先民择水而居，村镇傍水而建，通济堰至今

仍滋养着 3 万多亩良田，成为研究我国古代

水利工程的珍贵资料。完整的生态河川体

系、农田水利体系以及古镇、古村、古埠等构

成的集“山、水、林、田、湖、草”于一体的生命

共同体，在人类活动频繁的沿海发达地区实

属罕见。

溪水长流，跨越千年，这座古老而伟大的

水利工程，它没有都江堰的雄伟壮观，没有郑

国渠的声名远扬，可鲜为人知的背后却深藏

着多项为世界水利发展史做出了卓越贡献的

建造和管理技术，历经千年依然保障着浙西

南最大粮仓“碧湖盆地”的风调雨顺。它不仅

是灌溉工程，还是无价的水利文化和历史文

化，更是值得世世代代珍惜、保护和利用的永

恒财富。

古堰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先贤与民众

砥砺前行的精神执着。通济堰所蕴含的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朴素道理，以及千秋百代守

望相助的精气神，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历史底蕴、人文关怀和文化底气。

水载历史，千年古堰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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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近年来，，我市秉承治河和传承相结合我市秉承治河和传承相结合，，挖掘挖掘沿线河湖水文化沿线河湖水文化，，打造诗画浙江鲜活样板打造诗画浙江鲜活样板————

传承瓯江水文化传承瓯江水文化 共绘丽水幸福河共绘丽水幸福河

丽水地处浙江省西南部，是瓯江、钱塘江、闽江、赛江、飞云江、椒江的六江之源，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特
有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决定了丽水水利发展的重要性，人们“择水而居、依水而筑”，孕育并遗存了丰富的水利文化。

记者 樊文滔 通讯员 韩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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