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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长1794公里、2014年6
月22日申遗成功、成为我国第
46个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中
国大运河（以下简称大运河）是
我国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工程，
它的开凿贯通对中国南北地区
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
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千年变
迁后，大运河沿线地区逐渐形
成今天独具特色的城市群。依
托运河文化衍生出来的沿线旅
游经济带，更是催发了多种商
业形态和模式，带动区域经济
长足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大运河申
遗成功并加快发展的背后，也面
临遗产保护压力巨大、传承利用
质量不高、资源环境形势严峻、
生态空间挤占严重、合作机制
亟待加强等突出问题和困难。

为了有效保护大运河，推
进运河经济可持续发展，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大运河文化保护
传承利用规划纲要》；2020年，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部门印发《大运河文化和
旅游融合发展规划》。

推动旅游物流业发展，
或需统一水域管理

随着铁路和公路基建设施
的不断扩充和完善，大运河的
运输功能逐渐被替代。当南水
北调成为百年工程、千年大计，
大运河旅游、沿线文化带建设
也上升为国家战略。

记者梳理信息得知，2015
年起，北运河武清段从休闲驿
站至定福庄的11公里水域中，
少量画舫船和摇橹船为游客提
供休闲观光游服务。

曾体验过该项目的冯先生
告诉记者，乘坐古香古色的游
船观赏北运河美景，有种时空
穿越的感觉。“如果游船能直通
北京该多好。”冯先生说。

实际上，2017年2月，“通
（州）武（清）廊（坊）”三地政府
曾签署总体发展框架合作协
议，其中包括：通过堤岸整修、
河道治理、水体改善，探索北运
河京津冀段旅游性通航。

2020年4月，北京市发改
委发布信息称，北运河甘棠船
闸、榆林庄船闸建设工程项目
建议书已获批，项目完工后，两
处河道通航断点将被打通，有
力保障北运河通州段京冀界河

以上全线通航。
北运河通航不仅可以带动

旅游经济，还能促进水运发展，
但其背后依然存有深层次难点
问题。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
究院研究员谢燮分析认为，主
要体现在运河的区域协调和统
一管理上。

“目前，我国在内河水运领
域的管理除了长江干线外，其
他水域都没有实现统一管理。”
谢燮认为，京杭大运河的属地
管理是北运河通航较慢的重要
原因之一，因为各地都从自身
出发，优先考虑货运量是否足
以支撑通航；而从旅游经济角
度看，地方投资的主动性没那
么强。

此外，各地地方海事执法
尺度不同、以罚代管的现象依
然存在，会导致相关企业无所
适从，经营困难；在航道等级方
面，也存在不同区段航道等级
不同，使得运河的综合效益难
以最大程度发挥。

谢燮建议，应该建立类似
于长江航务管理局这样的京杭
大运河管理机构，主要的投资
由中央财政负责，这样才能有
效推动运河连通工程，并充分
发挥综合效益，提高效率。

运河水域统一管理不仅是
专家关注的焦点，也得到不少
群众关注。来自江苏省徐州市
的贾传军，曾三次全程走完大
运河，拍下万余幅运河作品。

“这几年运河通过整治在
环境方面有很大提升，但由于
各地管理模式不同，有的是政
府管理，有的是公司运营，所以
在运河上穿行，跨越不同省份
会有管理不同、面貌相异的感
受。”贾传军说，他希望运河全
线能有统一协调的管理调度。

根据规划模式与投融资
能力匹配，勿求大而全

一直以来，运河沿线文化
旅游风光带都备受开发商关
注。对企业而言，参与建设并
拿到运营权，不仅能获取经济
效益，还能提升品牌形象。但
由于一些地区相关部门监管不
严，加上企业缺乏责任与自律
意识，废真迹、建“假古董”的现
象时有出现。

被誉为“江北水城、运河古
都”的山东省聊城市，其古城区
为东昌湖环绕，有着独具特色
的水上古城景象，备受中外游
客青睐。2009年以来，聊城市

启动古城复建工作，对城内老
建筑进行拆除。到2011年，聊
城市大量古建筑永久性毁坏和
消失。

对此，2012年，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通报批
评，要求制止和纠正错误做
法。2019年，在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官网公开的一份文件中再
次提到聊城市，对该市古城内
大拆大建、大搞房地产开发问
题提出批评。

此外，运河沿线城市河南省
洛阳市因对历史文化街区违反
规划大拆大建也被点名批评。

有学者就此发表观点认
为，作为欠发达地区，财政相对
拮据的地方政府为了实现既改
善民生，又达到“政府不举债”
的目的，唯有运用市场化手段
通过对古城内的土地运营来筹
措资金。

记者了解到，类似的现象
在运河沿线其他地区也存在，
最为集中的就是仿古建筑千城
一面、建设性破坏屡屡出现，特
别是在大运河成功申遗后，各
地普遍加强对运河的开发利
用，陆续投入资金打造景区。

对此，多年从事文旅产业研
究的北京中经新媒文化产业有
限公司负责人程建强接受采访
时表示，从国内整体文旅产业发
展角度看，可分为以政府平台主
导与社会资本主导两大方式。

“两者各有利弊，政府平台
主导难在融资和招商，需提出
规模化发展愿景和扶持模式；
社会资本主导注重两票经济和
地产反哺，要通过供给侧产品
与模式创新为二次消费助力。

但总体来说，政府应将规划模
式与投融资能力相匹配，不要
追求‘大而全和假而空’。”程建
强建议，可运用互联网思维，加
强运河IP开发和转化，将线上
线下有机结合，让运河文化真
正活起来。

“未来的运河文化场馆、景
区景点正呈现数字化发展趋
势，先进的数字技术带给我们
突破感官体验，模拟过去情境、
对比现实场景，这样更能帮助
游客了解运河历史、树立文化
自信。”程建强说。

树立大局意识，
确保运河文化源远流长

大运河申遗成功后，为了
加强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
理，一些城市陆续对大运河的
综合保护管理机制展开探索和
研究，并设立专门管理机构。

2017年起，浙江省杭州市
施行《杭州市大运河世界文化
遗产保护条例》；2020年，江苏
省淮安市出台《淮安市大运河文
化遗产保护条例》，以大运河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基础，努力挖
掘、保护、传承大运河文化。

此外，包括江苏省扬州市
在内的多座城市也陆续推出相
关措施，探索可持续发展的科
学道路。

除了政府部门外，保护大
运河也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
注，尤其是在立法保护大运河
方面。

记者查询资料了解到，早
在 2006 年，就有学者提出立
法保护大运河。2020年，全国

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
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也
提到：“全国性的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立法及国家层面的统
筹工作应尽早提上议事日程，
以协调存在的多方面利益纠葛
的问题。”

“是否在国家层面专门为
运河保护立法，我个人觉得目
前暂时还没有这个必要。当前
可从省市层面先出台相关的保
护条例，而国家层面可从国家
文化公园保护的角度考虑立法
建设。”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刘朝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国家文化形象和话语建设是
这类遗产的共性，现在包括大
运河在内的四大国家文化公园
可以作为国家文化公园立法建
设的探索点。以后还应该建设
更多类似的文化公园，当然这
其中需要先行研究国家文化公
园的建设、准入、管理、监测等
系列标准。”

对于许多地区管理者将运
河仅当作文化遗产来保护的思
维理念，刘朝晖认为还远远不
够：“作为遗产的运河只有85
个点/段，而运河文化的内涵和
外延丰富得多。”

刘朝晖提出，各地政府从
属地性出发，通过旅游方式增
加经济收入，再施行维护的方
法固然没错，但更要意识到运
河文化是中华文化、是国家文
化，要从国家文化“在地化”建
设和保护的高度，既把文化保
护与社会、环境和经济协同发
展相结合，又要超越“属地管
理”的行政壁垒，保障大运河这
类线性遗产保护的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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