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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上、中、下三篇。
上篇搜集了作者董文虎对中国水利、江苏及长江三角洲地区水利、泰州水利、靖江水利的一些研究成
果；中篇是董文虎从事水文化研究的理性成果和为泰州市水文化工程所搞的具体创意；下篇中又将其
在水文化工程的推进中和峻工后所摄的照片进行了挑选，并配以诗文做了解读。
内附照片及插图800多幅。
他对水利的许多研究观点为水利部出台的政策所采纳，为许多地区水利实践所应用。
而且，他注重突破前人，将水文化的研究，应用于新建水利工程和对现代水利文化工程的解读，让水
文化研究服务于经济，为后人留下可以赞叹的水利文化遗产。
他所创意的水文化工程成为文化泰州建设的一个新亮点。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水利发展与水文化研究>>

作者简介

　　董文虎（虹桥村民），1943年出生，工程师。
高级会计师，非职业注册会计师。
原泰州市水利局局长，扬州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兼职教授，江苏省水利厅政策法规特约研究员，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泰州分院特约研究员，中国管理科学院学术委员会特约研究员，中国会计学会水利
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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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上篇  水利发展研究　一、中国水利　　让河流有形功能与无形功能并存——必须从生态经
济的角度全面评价水利工程　　促进水资源向经济资源的战略转变　　认真学习《实施意见》加速水
管体制改革　　一部宝贵的水利典籍——评《2004年中国水利发展报告（水利蓝皮书）》　　对准公
益性水管单位体制改革及国有资产管理的几点看法　　对《水权、水市场理论研究》、《黄河流域水
权、水市场制度研究》两个课题工作大纲的看法　　供水超定额累进加价收入的权属及价格核定方法
　　对《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审核办法（初稿）》的几点意见　　对《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审核
办法（初稿）》的补充意见　　水价核算应尽快出台国家法定标准　　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核算规范（
建议稿）　　“4．2其他形式供水价格核算”一节的编制说明　　水利部关于加强城镇水利工作的若
干意见（建议稿）　二、江苏及长三角地区水利　　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江苏水利发展新模式　　建
议在江苏推进“水利发展新模式”的函　　学习湖南省《水价办法》加速制定本省《水价办法》　　
要求加快我省《水价办法》出台致厅领导的函　　江苏省水利工程水价管理及水费计收使用管理办法
（建议稿）　　省厅要加强城市水利指导工作的建议　　开展全省城市水利工作调研的几点思考　　
江苏城市水利调研应形成的成果建议之一——由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加强城市水利工作的决定》
　　建议立即开展城市水利工作调研的函　　关于开展科研课题“经济高速发展地区的水利发展及服
务模式研究”的建议　　长三角地区有关城市水利发展模式调研提纲　　利水水利——水利发展高级
阶段的理性思维模式　　对《江苏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水权价值评估模型研究》课题的评价及商榷　
　认清江苏经济形势推进水利发展战略转移——学习李源潮同志在省防指调研时的讲话有感　三、泰
州水利　　泰州跨越式发展务必要大做水文章　　建设节水、防污型社会是泰州市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的根本保障　　建设魅力泰州必须着力推进水环境建设　　救救城河！
！
！
——紧急呼吁　　对城管局就“救救城河”一函至现场的“调查报告”的看法和建议　　加速构建水
文化工程——泰州城市发展的一个战略方向　四、靖江水利　　对《靖江开发区新港园区水系综合整
治规划》的总体要求　　靖江市城区水系综合整治规划（水环境规划部分）　　靖江市水系综合整治
规划工作大纲　　对《靖江开发区新港园区水系综合整治规划》（初稿）的几点看法　　统筹城乡水
利构建人水和谐环境　　靖江市水利“十一五”规划（报告部分）编制框架　　人与水和谐相处是破
解靖江水问题的核心理念　　对《靖江市新城区分区规划（论证稿）》的几点意见　　靖江市水利发
展“十一五”规划报告（文字初稿）　　提请按有关规定提高由财政安排的乡镇水利站人员工资性经
费的建议　　对靖江市城市河道整治工程计划的几点看法和建议中篇  水文化研究　五、理性研究　
　大禹治水——中国文化遗产的精品　　对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江苏段建筑与环境总体规划概念设
计的建议　　对淮河安澜展示馆展陈纲目及相关要求的建议　　对《淮河人海水道展控调度中心展览
接待室文案（征求意见稿）》的修改建议　　对淮河人海水道管理处绿化规划的几点补充意见　　要
注重水文化的挖掘、赋予及解读　　泰州市农业综合开发区分区及旅游景观布置文化内涵概念规划　
　水文化研究技术及泰州市研究成果　　深化水文化研究加速泰州人水和谐社会建设　　展望碧水绕
凤城一泰州电视台《面对面》节目一席谈　　闲话风水　　工艺美术大师韩美林先生来泰情况汇报　
　搞现代水利要重视文化建设——与《中国水利报》记者一席谈　　浅谈八卦　　铁塔广场开发不能
填埋西市河的建议董文虎黄炳煜程启瑞李　　泰州应该拥有与文化名城相适应的文化——关于对发展
泰州文化产业的几点看法　　关于京泰路口展板版面设计的建议　　对泰州市旅游发展战略的认识　
　凤祥泰州　　民营经济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推进与“知本”的结合　　泰州与浙商　　古望海楼名年
考　六、实践创意　　朝凤广场中浮雕墙、柱及地面装饰之设计创意　　汉运盐河记（初稿）　　汉
运盐河记（修改稿）　　“彩凤广场”灯柱改“有风来仪”书法柱之方案　　凤凰广场浮雕柱柱顶凤
凰装饰设计　　彩凤广场凤雕矮景墙设计创意　　在风冠石上刻字的建议　　对龙凤池石创意及设计
图修改的意见　　凤凰河景区题名及需适当补景的建议　　“天凤亭”设计创意　　凤凰河文化工程
应予拟定的几项文字稿　　“百水园”创意　　关于《中华文化名桥选萃》刻石创意　　对“天风亭
”对联修改的建议　　凤凰河景区、景点刻石内容介绍　　高港区港城路南官河大桥桥名及桥栏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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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创意　　腾龙桥记（一）　　塍龙桥记（二）　　腾龙桥记（三）　　对凤凰园中拱桥定名及装
饰的建议　　凤凰园朝凤广场主体文化工程创意　　对“凤凰园朝凤广场主体文化工程创意”的修改
意见　　对“凤凰园朝凤广场主体文化工程”初步确定的工程意向及图案的看法　　凤凰河礼赞　　
百鸟朝凤（浮雕墙题记）　　凤祥泰州（浮雕墙题记）　　引凤路跨老通扬运河大桥（暂名百龙桥）
平面布置、桥梁结构的建议及造型装饰创意　　为引凤路跨老通扬运河大桥起名的建议　　为百水园
的建筑提名、撰联的建议　　学习聊城经验做好泰州水文章——考察山东聊城打造“江北水城”的报
告　　泰州市现代农业综合开发区规划道路、河流、桥梁名称设计　　靖江“禹风长存”景区主体建
筑基座浮雕选题素材四则及创意　　关于对《靖江马洲公园方案设计》的意见及调整方案初步构想　
　泰州市水利成果展陈平面布置策划　七、与水相关的泰州地名文化　　对“地名文化研究”课题的
几点建议　　赵公桥（迎江桥、姜公桥）　　百凤桥　　莲花桥　　鸾凤桥　　城河、市河　　老通
扬运河　　运盐河　　新通扬运河　　泰州引江河　　凤凰河（附引风路）　　南官河　　鲍坝闸（
鲍坝）附  录　泰州市委副书记张文国对《水文化小议》批示的影印件　董文虎——大禹的儿子（译
文）　实现人水和谐建设美好泰州　一位“老水利”的退休生活　董文虎：我是一个水利学人　2007
年丁士宏副市长对有关水文化研究工作的三个批示下篇  泰州水文化工程解读　水石缘·风华尽在水
石间　人水情·凤河美景不胜收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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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准公益性水管单位体制改革及国有资产管理的几点看法　　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及水管单位
国有资产管理的难点在准公益性水管单位，牵涉到准公益水管单位能否将其经营部分转为企业和对水
利国有资产的界定以及其监管体制等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准公益性水管单位的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　　2002年9月国务院体改办出台了《关于水
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2003年7月国家发改委和水利部出台了《
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水价办法》），这两个文件，一个主要解决的是水管单位
体制和公益行为的耗费补偿机制问题，另一个主要解决的是水管单位运行机制中供水价格形成机制问
题，对全国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来说堪称是里程碑式的文件，能较为系统地解决好全国水管单位长期以
来难以解决的一些问题。
《实施意见》提出的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为“明确职权”、“分类管理”、“定编定岗
”、“明晰产权”、“管养分离”、“理顺水价”、“规范财政支付”等。
文件已下达两年，各级特别是省以下改革推进速度并不太理想。
究其原因，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理解、理顺、完善和政策配套，才能较为顺利
地完成这两个文件所要达到的目的。
　　（一）“明确职权”的实质就是要明确“分级管理”，做到“各司其职”　　《实施意见》的主
要目标就是对现行的水利工程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体制本身就是指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机构设置、
管理权限划分的制度，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首先应该研究一下目前我国各级对水利工程管理所设
的管理单位及其管理权限是否科学、合理，对不合理的应予以改革机构设置，重新划分管理权限。
笔者以为，在现有水利工程管理体制下，中央、省、地市、县对水利工程管理的机构设置不少地方是
犬牙交错、责权不清。
应该将水利工程（主要是公益性和准公益性）的管理体制改革成为与现有财政管理体制相匹配的管理
体制，以明确各级财政对本级水利公益行为应负的职责。
例如，目前国家级财政已从计划经济时期集中全国财政收入30％左右上升到60％以上，而国家对直属
中央一级由水利部管理的七大流域机构的防洪工程，如长江、珠江、太湖等干堤及干堤上的建筑物的
兴建和管理，就应调整由相关流域机构管理，其建设和管理经费就应由中央一级财政解决才合理。
不能总是打着计划经济时期提出的“谁受益、谁负担”的口号，逐级把负担下放至用农民的“两工”
或“投劳折资”来解决。
现在农村税费改革后，“两工”取消，流域受益地区的工商企事业单位和农民认为“谁受益、谁负担
”的口号必须重新认识，水利保障受益地区的生产和生活，而这些地区的单位和企业及至农民又都是
纳税人，纳税人确保了国家财政“受益”，国家从税收取得的财政收入，就应用于包括水利建设和管
理等方面的公益支出，至于哪一级水利工程由哪一级财政支出，这就是水管体制改革必须与财政体制
改革相匹配的问题。
《实施意见》规定“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水资源综合利用及跨流域（指全国七大流域）引水等水
利工程，原则上由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一个流域内，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骨干水
利工程原则上由流域机构负责管理”，不言而喻，七大流域的干堤及建筑物都应和黄河干堤一样，由
流域机构管理。
如考虑战线太长，不便管理，可由各地管理，而这些工程的建设、管理经费需由中央级财政解决。
同样，《实施意见》明确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跨行政区划的水利工程原则上由上一级水行政
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因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不应把应由省级财政负担这些工程的公益性
支出再下放给地市和县级。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后，全国大部分地市、县两级财政基本上都是“吃饭财政”
，能用于水利基本建设和管理的经费，负担其本级的工程已属吃力，又怎么能承担得起应属省和中央
两级的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费用呢？
如不将“分级管理”这个问题解决，不理顺各级水利工程及其机构的隶属关系和应属哪一级的责权，
就无法谈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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