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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攻坚期与窗口期，白洋淀水生态文明建设也进入到更为紧迫

和关键的新时期。生产资料与生产方式的转变、现代水生态教育理念的缺失、水环境保障制度的

不足阻碍了白洋淀水生态文明的建设。建设白洋淀水生态文明要以人水和谐的绿色生态思维理念

为指导，选择绿色生态道路、开展水文化教育、落实水环境制度，探索“三生融合”的绿色生态

发展新形态，建设白洋淀人水和谐的水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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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九河下梢”之地，作为华北平原最大的

湿地型浅水湖，白洋淀享有“华北明珠”的美誉。

白洋淀凭借其独特的生态环境特征，为周边居民提

供生产生活资料，养育了一代代白洋淀人，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白洋淀水生态文明，传递的是时代需求

的人水和谐的理论思维。 

一、白洋淀水生态文明构建的困境所在 

人与水主客体二者之间的关系实质是人的意

识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是人的思维与生产活动之

间的关系。作为自然存在物的水和生产实践主体的

人，二者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白洋淀水生态文明的

构建。 

（一）生产资料与生产方式转变下的冲击 

农业文明时代，水资源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得

到重视和利用，形成了以水为动力的生产方式，这

种生产方式以水事活动的三种形式表现出来。一是

人们修沟渠建水利工程，推动农业生产发展。“郡界

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
[1]833

二是人们以水资

源为媒介，获取生产生活资源。“舜之耕渔……取水

利，编蒲苇，结罘网手足胼胝不居，然后免于冻馁

之患。”
[2]197

三是人们通过人水和谐的实践活动形成

了一种水生态文化即乐水文化
[3]
。然而，随着人们对

物质财富需求的不断增加，水资源作为生产资料已

无法满足生产发展需要。白洋淀地区原有的以渔苇

为主的产业结构受到冲击，周边城镇的服装加工制

造业、塑料加工业等低端产业的快速发展对生态环

境造成巨大冲击，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高污染

生产方式占据主流地位，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经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时代，

保护水生态资源这一重要生产力被提上日程，习近

平指出：“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

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

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

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

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4]209

。这一理念的提

出更加凸显新形势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二）现代水生态教育理念的缺失 

马克思提出人的需要就是其本性, 并把人之需

要分为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三个渐次递

进的层次, 提出只有在基本的“生存需要”满足后, 

人才会产生“发展需要”等更高层次的需求
[5]
。水生

态教育理念作为一种高层次的发展需求，受人所处

不同需求阶段的制约，其影响力度与收效也会不同。

生产需要是人基本的需要，当生产力水平与生产需

要不相匹配时，人所需要和接受的教育理念是为生

产需要服务的。当人某一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他

才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 

人的需要在长期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会以

社会主要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当主要矛盾表现

为物质文化同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时，现代教

育将围绕生产发展展开，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更

加注重实用性教育理念的灌输，在教育理念的传

播中忽视水生态教育，致使水生态教育理念处于

缺失状态。 

（三）水环境保障制度的缺位 

一方面，白洋淀地区政府部门在开展水环境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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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实施水环境制度时必然会造成地区、企业以及

个人的经济利益损失，过分依靠硬制度强制作用的

发挥，会阻碍水环境保障制度的落实。政府应实施

政策性经济补贴措施的激励机制，解决水环境制度

实施进程中存在的经济利益诉求。 

另一方面，白洋淀水生态监测体制不完善，忽

视生态补偿性制度作用。白洋淀地区水利监管部门

可以通过淀区集中划片分类管理监控遏制人为性的

生态破坏，淀区政府要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

利用、谁补偿”的原则，实现生态补偿性机制落实，

使白洋淀水生态文明构建不因水环境保障制度的缺

位而受阻。 

二、“三生融合”的新发展态势为白洋淀水生

态文明构建提供保障 

“三生融合”的新发展态势强调生产、生活、

生态上的共生融合，追求资源共通、空间共享、效

益共赢原则上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白洋淀水生态文

明构建立足生产、生活、生态，在生活方式、生产

结构、生态环境中贯彻绿色生态理念，以实现可持

续发展为目标，二者有着发展目标上的一致性。因

此，生产、生活、生态三者之间相互促进，彼此协

调，共同发展，为白洋淀水生态文明构建提供强有

力的保障。 

（一）资源共通：白洋淀水生态文明构建的基础 

资源是人类开展各项生产生活实践活动的基

础。白洋淀有着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优势，丰富的

自然生态资源既是白洋淀水生态文明构建的媒介，

同时也是人们开展生产生活实践的媒介。人们生产

生活实践过程中的种种行为都必须要以资源为基

础，在白洋淀水生态文明的构建进程中尤其要重视

自然生态资源作用的发挥，将其作为生产生活各种

活动开展的基础与前提。白洋淀水生文明构建立足

白洋淀自身生态环境基础上的实践活动，生态环境

作为一种最重要的，基础性的资源，为白洋淀水生

态文明构建提供基础保障。生产生活实践活动的开

展建立在资源共通的基础上，是白洋淀水生态文明

构建进程中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其成效的取得直

接关系着白洋淀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因此，生

态资源的共通不仅为生产生活实践的开展提供最基

础的资源保障，同时对于白洋淀水生态文明的构建

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 

（二）空间共享：白洋淀水生态文明构建的条件 

空间是人类从事生产生活实践的基本条件，生

产生活实践的开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当生

活空间对某种东西有需求而生产空间能够满足其需

求时，生产生活两空间的相互作用发生，反之亦然。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期，白洋淀水生态文明建设

对生产、生活空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在具体的

生产生活实践中贯彻落实绿色生态环保理念。生产

生活两大空间的相互作用离不开生态空间这一媒介

作用的发挥，白洋淀优越的生态区位优势是生产生

活两大空间相互作用的强有力保障。生产活动作为

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方式，本着生态产业化和生产生

态化的发展理念，将绿色生态观念贯彻于生产实践

中，在生态化的生产实践中创造生态产品、提供生

态服务，将美好的生态财富转变成物质财富，更好

的促进生产与生态文明的循环利用关系，营造生态

化的美好生活。白洋淀水生态文明的构建强调生活

的绿色化，注重生活内容、生活结构、生活方式的

绿色发展，这一绿色化生活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生产

空间的保障。在白洋淀水生态文明构建进程中，通

过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共享发展，生

产、生活、生态空间相互作用的不断强化、空间组

织的不断协调发展、三生空间相互影响的不断深化，

既保证了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联系畅

通与空间共享，又推动了白洋淀水生态文明构建目

标的实现。 

（三）效益共赢：白洋淀水生态文明构建的关键 

效益共赢就是在“三生融合”发展的基础上实

现生态效益、生活效益、生产效益的乘数效应，进

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与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
[6]
白洋淀水生态文明构建根本上体

现着“三生融合”的效益共赢，因此，在白洋淀水

生态文明构建进程中充分发挥其独特的资源优势、

利用自身的空间优势实现生态资源向效益的转变、

生产生活空间向效益的转变。白洋淀丰富的水资源、

连片的荷花与芦苇景观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贴近自

然，享受自然生态空间，充分利用自然生态环境，

营造田园式的生活氛围，打造田园式的生活空间，

实现生态资源向效益的转变。白洋淀有着独具地方

特色风貌的水上民居，独特的水上民居与周围的水

生态景观相结合，成为了白洋淀旅游业发展的一道

独特风景，实现了生活空间向效益的转变。白洋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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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与悠久的编苇传统，在实现生

产空间向效益转变的进程中应大力发展红色文化创

意产业，打造现代化的芦苇产业生产空间。以绿色

生态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三生融合”效益共赢，

推动白洋淀水生态文明构建。 

“三生融合”的新发展态势是以绿色生态发展

理念为指导，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生产、

生活、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白洋淀水生态文明构建

立足生产、生活、生态，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达到

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目标，贯彻落实“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为白洋淀水生态文明

构建奠定坚实基础。 

三、“三生融合”的新发展态势是白洋淀水生

态文明构建的必然路径 

水是关乎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脉，

白洋淀对其周边城区不仅发挥着调蓄洪水的功

效，更承担着“生产、生活、生态”供水之重任。

白洋淀水生态文明的构建孕育于“三生”发展之

中，应当坚持“生产、生活、生态”三位一体协

同发展之路。 

（一）坚持绿色高效的生态发展道路 

白洋淀主体位于雄县、安新、容城三县境内，

主体水域面积占三县水域总面积的 23.4%，其水生态

状况与三县产业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淀区水

生态状况根本性好转在于走绿色高效的生态型发展

道路。 

1.以绿色创新理念引导高新特色产业 

（1）企业内部营造绿色发展理念的空间 

强化产业绿色发展理念要发挥企业内部党政部

门与宣传机构的功效，以多样化的形式传播内容丰

富的绿色生态理念，营造绿色发展的氛围，提升企

业内部成员的生态意识。产业可选择绿色生态道路

谋发展，在发展进程中注重污染综合防治，积极推

行清洁生产，产业负责人积极树立大局意识、长远

意识、整体意识，坚持科学、有序、绿色发展，引

导产业走一条水生态优先的绿色发展新路子，推广

节能循环技术，引导产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2）淀区政府打造一批地域绿色产业 

淀区政府要结合自身地域特色，打造符合绿色

生态理念的特色产业。一方面，白洋淀历史文化与

民俗文化特色突出，红色文化基因优势明显，以此

为根基，借鉴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经验，将高新技术

与文化产业相结合，打造文化创意产业。另一方面，

白洋淀的芦苇素有“一寸芦苇一寸金”的美誉，其

产量大、质地好，是苇制品的首选原料，鉴于白洋

淀地区有着悠久历史的编苇传统，加之芦苇具有药

用、园林、造纸等多方面的价值，将这一地域资源

打造为白洋淀产业发展的品牌，推动淀区产业转型

和经济发展。 

2.以新型职业农民引领生态特色产业 

（1）淀区政府培养具有专业素养的新型职业农民 

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要依靠淀区职业教育的发

展，习近平强调“要加大对农村地区、民族地区、

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

生出彩的机会”
[7]
。淀区职业教育发展需要政府支持，

包括物质层面的保障和专业技术人才的支持。就物

质层面而言，白洋淀地区政府部门应进行财政补贴，

解决职业教育发展所面临的物质难题。就人才力量

来看，白洋淀地区政府部门要选配专业技术人才进

行指导，加强与相关技术院校的合作，采取“结对

子”等形式吸引技术人才进行技术指导，培养具有

专业技能的新型职业农民。 

（2）企业探索符合淀区实际的生态特色产业 

白洋淀丰富而独特的物种资源与良好的旅游环

境是发展特色产业的根本基础。白洋淀毗邻京津冀

都市圈，有着广阔的产品消费市场，有利于淀区特

色产业的发展。白洋淀有着悠久的渔业发展史，现

已形成“淀内‘三网’、围堤围埝和周边池塘养殖共

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8]
白洋淀利用自身优越的水生

资源，发展渔业产业。白洋淀有着独特的生态文化，

淀区荷花品种众多，是我国荷花种植面积最广，品

种最齐全的生态旅游景区，同时，白洋淀农家乐旅

游、农产品采购采摘游发展迅速。 

（二）落实水文化教育理念的培育路径 

鉴于白洋淀的生态保护与雄安新区生态城市的

建设息息相关，白洋淀水生态建设事关国家大事
[9]
。

白洋淀水生态文明建设关联子孙后代的永续发展，

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水文化理念深入人心。 

1.以家庭教育为媒介，发扬传统水文化精神 

（1）父母以言传身教的教育方式增强子女的水

生态意识 

言传身教的教育方式是以具体的生活细节对公

民进行水生态理念的灌输,增强其水生态意识。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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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子女共同参与白洋淀水科普、白洋淀水文化领域

的宣传活动，传递子女白洋淀水生态历史文化、水

生态健康状况、水生态价值作用等方面的理论知识。

父母选择和使用节水节能环保产品，以实际行动培

养子女的绿色生活习惯。当人水和谐的理念根深蒂

固之时，水生态意识开始指导人的行为活动，实现

水文化教育“大众化、生活化、常态化”
[10]

。
 

（2）父母以“恩至于水”的家庭氛围提升子女

的水生态意识 

“恩至于水”体现中国传统水生态理念，强调

水对万物的养育之恩。培养居民的水生态意识就是

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水文化理念，树立主客合一的

水生态思维方式
[11]

。父母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将描绘

人水和谐的《荷花淀》等淀区水文化文学作品以及

“恩至于水”的典故文集传递给子女，提升他们的

水生态意识。家庭成员长期受“恩至于水”理念的

熏陶，逐渐养成人水和谐的价值理念。 

2.以学校教育为载体，培养生态人 

（1）学校以水生态教育课程的设置培育学生水

生态理念 

教育是改造人们意识形态最有效的途径，是一

个长期潜移默化的过程，水生态教育的开展应起始

于基础教育。白洋淀周边学校积极挖掘具有白洋淀

水生态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开设反映白洋淀水生态

演变的相关课程，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开设与之相

匹配的水文化与水生态文学作品赏析课程，采取心

得体会的写作、淀区水环境绘画等形式多样的考核

机制。通过课程、考核机制的设置，培养学生的水

生态理念，使其成长为具有水生态文明理念的人。 

（2）学校以水生态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强化学

生水生态理念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形式能更好的达到教

育的预期目标。水生态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将人们

置身于具体的、形象化的教育环境之中。白洋淀周

边学校创新水生态教育形式，开展“感知自然生态

教育”活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

会白洋淀少年儿童基地组织学生走进水生态建设基

地、水源保护区与水文化博物馆，为学生讲解水生

态知识。学校积极与淀区水生态教育基地、企业、

社区合作，开展水生态进企业、进社区活动，鼓励

和引导学生参与其中，将水生态理念、水文化知识

传递给周边群众的同时树立正确的水生态价值观，

培养人水和谐的水生态理念。 

（三）强化水环境制度的落实力度 

白洋淀主体区域因其淀区面积广，在落实水环

境保护制度的过程中存在粗放管理，缺乏良好的管

理协调机制，管理机制不健全，法制体系不完善等

问题。政府部门要结合国家水生态治理政策，为白

洋淀水环境保护提供可行性策略。 

1.以政府为主体，完善体制机制建设 

（1）相关主管部门要强化问责管理机制 

主管部门问责机制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应聚焦白

洋淀水环境的保护。白洋淀产业结构布局要通过相

关部门的层层把关，将有损白洋淀水生态恢复，水

环境建设的高污染、高耗水、高耗能的产业限制在

淀区之外。政府应制定严格的环境准入政策，以高

标准严要求考核入驻淀区的产业，同时要积极主动

吸引绿色生态高效产业落地。在主管部门问责管理

机制的不断强化下，通过层层把关，打造白洋淀优

良的水环境生产生活空间。 

2.以水环境制度的实施为手段，为水生态文明

构建保驾护航 

（1）落实“湖长制”是发挥水环境制度的重要

举措 

白洋淀水生态文明的构建需要“实行最严格的

制度、最严密的法治”
[12]240

。“湖长制”是构建水生

态文明的有效问责管理机制，“湖长制”的落实主体

是相关职能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发挥主体在落实“湖

长制”进程中的作用，首先要进行主体水生态意识

的教育，强化人水和谐共生理念，推动白洋淀水源

地水质监测、水环境监测、水生态监管等各项监管

措施的顺利开展。“湖长制”的落实成效离不开外部

环境的配合，强化企业的生态责任意识，做好宣传

引导、营造生态文明良好氛围，激励企业转型升级，

使“湖长制”在保护水生态的实践中落地生根。 

（2）划定水生态保护红线是落实水环境制度的

基本底线 

白洋淀水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要结合淀区水源

涵养能力，水生态系统修复能力与产业结构的现状，

划定符合淀区实际发展标准的水生态保护红线。白

洋淀水生态保护红线是一个有机整体，要以生态承

载力理论为基础，综合考虑淀区生态功能修复、环

境发展质量、水资源利用等整体状况，划定具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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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的水生态保护红线。水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意

味着淀区居民要树立水生态保护观念，政府要选择

绿色低碳产业的发展方向，将打造良好的白洋淀生

态环境，以满足淀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四、结语 

“人”是社会发展的核心，“水”是人类生存的

基础。白洋淀水生态文明构建需要政府、企业、淀

区居民共同努力。政府部门要制定水生态、水环境

保护制度；企业转变发展方式，走绿色生态的产业

发展道路；淀区居民树立“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

与我为一”
[13]81

的理念，实现“人水和谐”，为子孙

后代创造山清水秀的生产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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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l measure of Baiyangdian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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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nters the critical stage and window period, baiyangdian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lso encounters a more urgent and critical new chapter.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f baiyangdian on the ideology of subject both human and water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baiyangdian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the mode of production, the lack of modern water ecological education concepts, and the lack of 

wat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ystem ,have caused the ideological and cognitive errors between man and 

water,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hinde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baiyangdian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baiyangdian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green ecological idea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water, the green ecological road should be chose, water culture educa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water environment system ought to be implemented, and the new form of green ecological development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y combination"should be explored so as to build the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f 

baiyangdian water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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