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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好护好““文化水路文化水路””        依河长兴长荣依河长兴长荣
——走进 3 个大运河沿线重要节点城市

江苏省扬州市运河三湾景区风光秀美。扬州市委宣传部供图

■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今年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
功十周年。2014 年 6 月 22 日，
中国大运河在第三十八届世界
遗产大会上被成功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

由京杭大运河、浙东大运
河、隋唐大运河三部分构成的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规模最
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的
运河。一河通而百业兴，人、
城、河相依长荣、美美与共的故
事正在大运河畔精彩上演。本
期，中国城市报记者选取大运
河沿线的重要节点城市江苏省
扬州市、浙江省宁波市、河南省
开封市，探索大运河畔人、城、
河共生共长的生动实践。

江苏扬州：
一江清水向北流

江 苏 省 是 大 运 河 原 点 省
份 ，大 运 河 江 苏 段 延 绵 南 北
790 公里。依水而建、缘水而
兴的历史文化名城江苏省扬州
市，则是大运河的原点城市。
    2023 年，京杭大运河扬州
段船舶通过量达 3 亿吨，货物
通过量达 2.5 亿吨。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力
守护“一江清水向北送”，扬州
切实扛起使命担当,谱写了治
水兴水的新篇章。

早在 2016 年，扬州便首倡
建设江淮生态大走廊，擦亮大
运河生态底色。近年来，扬州
市广陵区在推进江淮生态大走
廊建设的同时，把生态理念融
入城市发展，使周边公园实现
水秀、林美、田良、草绿。

三湾是扬州古运河上重要
的水利工程和水文景观，然而
在 2014 年以前，这里曾聚集了
水泥厂、皮革厂、农药厂等高污
染企业。经过多年生态修复治
理，扬州三湾再现古运河水清
岸秀的美景，成为千年运河“最
美曲线”。

以运河三湾及周边湿地风
光为依托，扬州大力建设运河
三湾生态文化公园，助力运河
重生。阳春三月，扬州市运河
三湾生态文化公园百花盛开、
柳枝泛绿，吸引不少周边居民
和游客前来拍照留念。

自古以来，南来北往的文
人雅士在诗词歌赋中歌颂着大
运河扬州段航运忙碌、两岸繁
荣的景象，以及旖旎的风光。

位于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
的瓜洲，是大运河入长江的重
要通道之一。瓜州是中国古代
著名渡口，李白、白居易、王安
石、张若虚、陆游等著名诗人在

此留下了大量的古诗名篇，数
不清的名人典故亦奠定了瓜洲
深厚的人文底蕴。

2019 年 9 月的一天，天气
渐渐凉爽，晨曦下的瓜洲古镇
显得有些宁静。早早起床锻炼
身体的瓜洲居民惊奇地发现，
原本荒置多年的老影剧院门
前，一夜之间竟多了块金字招
牌——“张若虚纪念馆暨春江
花月夜艺术馆”，在灰墙黛瓦的
映衬下熠熠生辉。目前，这里
已成为扬州地区弘扬长江与大
运河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开展经典诵读和诗词教育的文
化场所。

放眼当下，扬州文艺工作
者深入挖掘大运河沿线故事，
推出了以大运河为题材的优秀
文艺作品，让运河故事充满时
代生机。

2023 年，由扬州市曲艺研
究所打造的中篇扬州曲艺作品

《大河向北》进行了首演。故事
以南水北调东线源头——江都
水利枢纽，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
始建设，到新时代实现新作为
的难忘历程为题材，以一家三
代“引江人”为脉络，展现时代
精神与家国情怀。在该作品创
作过程中，主创人员多次到江
都水利枢纽工程实地采风，并
邀请专家、老职工进行座谈，在
资料中、生活中、老职工的讲述
中寻找故事。

位于京杭大运河、新通扬
运河和淮河入江尾闾芒稻河交
汇处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是
我国规模最大的电力排灌工
程。为确保南水北调东线工
程成为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
群众饮水安全的代表性工程，
2023 年 ，江 都 水 利 枢 纽 相 关
工作组赴“两河四湖”（淮河、
运 河、洪 泽 湖、宝 应 湖、高 邮
湖、邵伯湖）巡查 86 次，开展
联合巡查 16 次，累计巡查约
2.6 万公里。

浙江宁波：
循水而行 触摸变迁

大运河宁波段位于中国大
运河的最南端，是中国大运河
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浙
江宁波东出大海、西连江淮、转
运南北、港通天下，历来是我国
东南沿海重要的国际港埠，具
有运河城市与海港城市的双重
特征，在大运河沿线城市中具
有代表性。

在宁波，有一些以跑船为
生的人家，他们在运河上一待
就是大半辈子，守望着运河两
岸的变迁。

杭甬运河（浙东运河）自宁

波至绍兴段 200 公里，日夜漂
在运河上的跑船人有许多，每
艘船都是一个流动的家。“船舶
动态，浙上虞货 0595 在庆丰桥
原地调头离泊，有关船只加强
瞭望，注意避让……”今年 54
岁的苏云龙是安徽人，跑船已
有 30 年左右的时间。他说道：

“我父亲那一辈也是跑船的，那
时候运河比较窄，船只比较小。
当时还没有对讲机、高频雷达
和 GPS，全靠人工操作，如今实
现了数字化方便多了。”

谈起杭甬运河的变化，苏
云龙表示，他刚刚跑船的时候，
有的地方浅，现在都被疏通、疏
浚了，航标设施也健全了；那
时候船只能装 200 多吨，现在
能 装 500 吨 ；运 河 两 岸 变 化
也很大，现在水清岸美，绿化
越来越好……

宁波如何保护好、传承好、
利用好这一条兴港兴城、利国
利民的千年运河？

在保护方面，宁波循序渐
进推动运河沿线古镇古村的复
兴及名人故居、水利航运设施
的修缮养护，改善沿线田园风
光与郊野风貌；同时加强数字
赋能，完善大运河宁波段文化
遗产监测预警平台。

在传承方面，宁波成立大
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队
伍，通过图书赠阅、图片巡展、
送课进校、社区宣讲、实地研
学及非遗展演，推进运河文化
元素走进机关、校园、家庭、企
业、社区、乡村。

在利用方面，宁波以“我们
如何让运河向好而行”“运河如
何让生活向美而行”为思考，积
极推进运河沿线文化带、生态
带、旅游带建设相融相生。

例如，宁波以慈城古镇为
典型，做好运河聚落市井烟火
文章，留住老一辈宁波居民口
中的运河景象和运河畔的“小
日子、小情调、小味道”；以宁波
三江口为核心，做好文创产业
文章，在码头、烟囱、铁轨、仓库
的光影下守住岁月、创造未来。

近年来，根据人们生活观
念和旅游方式的更新，宁波更
注重于把大运河沿线的自然风
光和人文风情转化为适合于

“微度假”“轻旅行”的“诗和远
方”，形成了“寻迹历史——运
河聚落信步游”“发现乡土——
运河非遗深度游”“邂逅河海
——运河今昔混搭游”“定格时
光——运河水岸露营游”等多
个颇受市民与游客青睐且较为
成熟的游玩体验项目。

宁波还尝试推出“宁波三
江口—塘河水系—东钱湖”水
上游、运河沿线水利航运设施

“串烧游”等活动，让市民与游
客在循水而行中触摸“流动的
历史与文化”。

河南开封：
一城宋韵半城水

“汴河通，开封兴”，这句民
谣在河南开封广为流传。汴河
作为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
极大地促进了开封地区的经济
社会发展。在隋唐时期，汴河
成为南北物资的汇聚之地，使
得开封成为经济繁荣的都会。
北宋时期，举世闻名的《清明上
河图》生动地描绘了汴河上舟
楫连樯的繁忙运输景象。

州桥位于今开封市中山路
与自由路交叉路口南 50 米，又
名“汴州桥”“汴桥”“天汉桥”

“御桥”，是大运河汴河段上一
座重要的古桥梁，“州桥明月”
曾是著名的汴京八景之一。

如今，位于开封闹市区的
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既见证
了汴河的变迁、水运的兴衰，又
见证了历史的流动、城市的发
展繁荣。

大运河造就“东京梦华”，
开封要为一座桥建博物馆。今
年的开封市《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
用，启动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
用示范区，加强州桥和古汴河
遗址本体保护，加快建设州桥
汴河遗址博物馆、北宋东京城
顺天门（新郑门）遗址博物馆。

文脉交融润古今，如今的
开封，重塑“一城宋韵半城水”
的盛景，发展城市水系，形成特
色文旅之路。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
开封按照“外在古典、内在时
尚”的“新宋风”，改造提升了复
兴坊、960 文创园等一批有特
色、有文化、功能完善的历史文
化街区和历史风貌区。此外，
还统筹资源再现“北方水城”。

鼓楼是开封的地标建筑，
每逢节假日，鼓楼特色文化街
区 华 灯 璀 璨 ，丰 富 的 夜 市 美
食、独特的人文风情、浓厚的
古都气息，吸引无数游客前来
体验。

“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
千年”。在开封清明上河园景
区，仿古店铺沿河而建，游客随
处可以感受到北宋的民俗风
情、市井文化，在这里感受千年
前东京开封的繁华景象。

面向未来，开封将继续做
好大运河文物保护工作，讲好
新时代大运河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