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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盐运河文化带的价值取向及实践路径 

于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统筹做好保护、传承、利用‘三篇’文章”。这是传承中

华文明、增强文化自信、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思想。大运河流经江苏多座城市，纵贯南北 700 公里，江苏也是大运河沿

线河道最长、流经城市最多、运河遗产最丰富、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点段最多的省份。千百年来，古盐运河哺育了泰州儿女，成

就了大运河文化带泰州段“西来一水绕城流，远客千帆次第收”的繁华景象。研究古盐运河的发展历史，挖掘其中治理之道，

能够更好地明确古盐运河在当代建设的价值取向，并在此基础上谋篇布局泰州古盐运河文化带建设，厚植泰州城市文化的“根”

与“魂”，进一步凸显塑造泰州水城水乡特色优势。 

一、古盐运河文化带形成的历史追溯 

古盐运河又称泰州运盐河、通泰运盐河、老通扬运河等。在泰州，古盐运河孕育了汉代的海陵仓，兴起了南唐的泰州城，

留下了唐代时日本国圆仁和尚“笔书通情”学术交流的风采，引发出南宋文天祥“海陵棹子长相顾”的诗句，烙下了李庭芝抗

元赴死跳莲池的正气，刻下了元末张士诚振臂一呼的身影，立下了清官林则徐永禁“越漏南北货税”的碑文。古盐运河为泰州

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形成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一）开挖盐运河的目的是为了盐运贸易 

公元前 202 年，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数年后，刘邦封侄子刘濞做了七个诸侯国之一吴国的国王，史称吴王。刘濞成为吴

王之后，在古海陵建太仓，大量囤聚的不仅是粮食，还有依靠黄海开发的天然资源——“煮海为盐”。古海陵盐业由此勃兴，其

盐业生产模式影响了之后若干年。多年的囤积，刘濞的海陵仓已是“仓廪实”而有余裕，而思通商贩售了。于是，刘濞下令开

挖盐运河，由春秋末期吴王夫差所开邗沟的茱萸湾，向东开凿邗沟支道，直抵海陵仓，下游至海安，最终到达当时“盐场之最”

的如皋蟠溪（今十里铺），全长 100多公里。隋代京杭大运河开通后，盐运河连接上了这条大动脉。资料显示，这条古盐运河是

世界最古老的水利工程之一，开挖时间仅比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开凿建造的都江堰晚 77 年，比京杭大运河 1293 年全线开通早了

1400 多年。盐运河的开凿始于原始的“治理”思想，却智慧地处理好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治理”效应由此凸显，加强了古

海陵与周边城镇的联系，为发展运河城镇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盐运河成为活络古海陵的经济命脉 

盐运河不仅带动了盐贸易，也带动了盐运河两岸农业经济的发展，直接催生了海陵县的诞生，进而沿河的塘湾、姜堰、白

米、曲塘、海安、如皋等城镇，也先后陆续发展起来。吴王刘濞建粮仓、煮海盐、挖运河、造舟楫等治理行为，使得吴国的盐

业、粮食业、造船业等行业逐渐繁荣，盛产的盐粮，不仅能供给当地百姓，而且还富余，大量外运，致使吴国“国用富饶”。可

以说，古盐运河为古海陵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建设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提升作用，这是海陵历史上的第一个繁荣时期，对之

后的海陵文明史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古盐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价值取向 

开凿和建设大运河的初衷在不同历史时代却不一样，甚至带有明显的国家战略目的，例如：夫差开凿邗沟是为了北上称霸；

隋炀帝开凿隋唐大运河是为了江淮和江南的物产以及征服高丽，从而稳定边疆地区；唐宋时期修护运河是为了畅通漕运；元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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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明清是为了控制江南和便于南北之间运送物资。但这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政治行为，却繁荣了运河沿岸地区，特别是形

成了丰富的运河文化。千百年来，古老的运河仍在流淌，其交通功能虽然略有下降，但文化功能却更显凸出。古盐运河作为大

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运盐而开凿修建，长久以来在里下河地区形成了“盐文化”“盐税文化”等。在当代，建设古盐运河文

化带，必须与历史任何时代的出发点作出区分，应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赋予其新的时代价值取向。 

1.坚持整体综合开发打造。大运河“包容”“开放”“融合”的特征，必须坚持以“大胸怀”“大格局”“大合力”进行整体

综合开发打造。古盐运河沿线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历史遗迹和人文景观分布众多，需要坚持系统性思维，科学把握“点、线、

面、体”的关系，进行整体保护性开发与综合利用，将其打造成地区观光区域中心，将沿线的旅游观光、慢生活体验、休闲娱

乐、健康养生等资源有机整合，打造成“一体化”的地区观光中心。比如，建设明清旅游观光街、古盐运河博览园、古盐运河

温泉酒店、健康养生中心、民俗文化区、水上运动功能区、水主题休闲风情街等诸多项目，以满足“文化名城”的发展需要。 

2.坚持服务于城市经济。在历史上，“大运河的畅通带来商业的繁盛，商业的繁盛又刺激了手工业的发展，运河、商业和手

工业共同促进了运河城市经济的繁荣”。（董文虎.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与未来［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运河城市都是

水运交通枢纽，其共同特点是四方辐辏，百货云集，商业繁盛，手工业发达。可见，大运河对一个城市的经济辐射作用巨大。

如今，古盐运河文化带建设，旨在重新发挥运河文化对城市产业的影响和带动作用，“以文兴城”，特别是围绕古盐运河发展运

河特色文化产业，以运河为纽带对接运河沿岸城市，在文化上寻求共同点，在产业上寻求互补处，为泰州产业转型升级发挥积

极作用。 

3.坚持提升城市文化品质。历史是根，文化是魂。在隋朝，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盐运河通向了这条政治、经济、文化

的大动脉，才慢慢积淀了厚重的泰州历史文化。泰州作为苏中的门户城市，盐运河是大运河支线，在当代需要进一步挖掘境内

古盐运河文化的底蕴，以提升泰州城市文化品质。一座城市，随着城市知名度与美誉度不断提升，将以其强大的魅力吸引更多

的人来观光旅游、投资、居住，从而产生以城市文化（城市精神）推动城市经济（物质文明）发展。 

4.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古盐运河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搞面子工程、不上大项目，认真地遵循运

河周边群众的生产生活，既要坚持便民、利民的原则，也要注重相关遗址文物的保护，做到“不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真正

把古盐运河文化的美留下来，用最自然、最节约、最有效的活态传承的方式，让每一处历史遗址重新活起来，让“活着的运河”

和历史遗迹原汁原味地展现魅力，真正在新时代传承好运河文化、讲好运河故事，把这条千年的古盐运河建设成一条贴近泰州

群众、服务泰州民众、融入市民的“生活之河”，能承载人文、景观和生态功能的“幸福之河”。 

三、古盐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发展路向 

在江苏大地上，省委省政府已经吹响了“将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打造成先导段、示范段、样板段，成为江苏文化建设高质

量的鲜明标志和闪亮名片”的号角。泰州市委市政府也提出来了要“努力把古盐运河打造成生态的河、文化的河、繁华的河、

惠民的河”作为打造目标。当前，必须促进古盐运河从“地理空间”向“文化空间”延伸拓展，发挥古盐运河文化带作用。 

（一）科学规划古盐运河，推动古盐运河文化高品质传承发展 

一是高品质规划。江苏省有关规划单位对泰州古盐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定位是“依托大运河支线老通扬运河形成的盐税文化

与江淮交融水城文化的集中展示区”，包含古城护城河展示带、运河姜堰区段展示带等 2个集中展示带，以及 14个特色展示点。

这一规划“框架性”内容较多、缺少具体的实施方法。拟对这一规划进行总体再提升，邀请国内顶级规划公司进行整体包装、

立体打造，同时编制古盐运河文化带在两岸控制性规划、开发利用规划、生态绿道规划、码头整治规划、产业发展规划、文化

资源保护发掘规划等方面作出深度规划，确保规划的统一性、严肃性，推进规划落地，充分发挥古盐运河的综合效应。二是高

程度保护。泰州先人不仅开挖了运盐河，还先后开挖了唐代的中市河、宋代的环城河、元代的南官河、明代的泰东河，这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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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泰州“活态”的历史文化遗产。应尽快组织开展以运盐河为主体，相关其他河流的遗址遗迹排查勘探工作，建立运河文化遗

产大数据，并对运河遗迹进行实时监测，发挥“河长制”作用，实现运河巡查全覆盖。立刻启动古盐运河的申遗工作，增补列

入世界文化遗产点。与此同时，立即启动盐税博物馆二期工程，列入市政府 2019年工作计划，以对古盐运河相关遗迹进行更好

保护，争取更多的社会支持。三是高品位宣传。重点围绕“泰州水文化”以“中国泰州梅兰芳艺术节”为平台，持续深入开展

古盐运河文化宣传，以古盐运河为主线和纽带，将泰州的水文化、盐税文化、戏曲文化、红色文化等有机地串联并进行融合，

传播古盐运河故事，运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侧重表达运河母亲河对泰州和梅文化的深厚滋养，树创泰州城市文化品牌（2018

中国泰州梅兰芳艺术节已经开展古盐运河文化的相关宣传推广工作）。 

（二）绿色建设古盐运河，始终确保古盐运河的生态本色 

“生态是根本、文化是灵魂”。大运河沿岸各地文化带建设，无一不将文化带建设与绿色生态结合起来，将绿色深深融入进

文化带建设。泰州古盐运河要想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必须坚守生态底色、确保生态本色、做足生态文章，以此释放出古盐运

河的生态价值、生态优势、生态竞争力，把古盐运河建设成为泰州“生态名城”的绿色廊道。一是建立防范古盐运河污染机制。

摸底排查古盐运河沿岸化工企业、造纸企业以及可能存在污染企业。一方面，要求存在污染相关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发展绿

色生产，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对于无法实施绿色生产企业，另行选址加快搬迁。同时，制定古盐运河水污染风险防

范机制，完善水污染应急预案，不断提高古盐运河沿线抗水污染风险防范的能力。二是建立古盐运河生态修复机制。据调研，

古盐运河水量偏少，水质标准依然过低（部分水域时常在 IV-V 类徘徊）；跨域治污进入瓶颈期，考核标准相对较低；局地治理

缺位，垃圾设施供给及有效引导不足。面对现实境遇，结合实施环境保护“263”行动计划，以此为契机，强化古盐运河环境综

合整治，重点加强运河流域大气、水、土壤污染的联防联控联治，严格对污染事件的执法力度，立即开展港口和污染物接收、

转运和处置设施建设工作，推进古盐运河水污染防治、河道治理、两岸垃圾清理，提高运河水质，保护和改善水环境、水资源、

水生态。三是建立古盐运河多部门协调治理机制。当前，古盐运河治理和建设工作正如火如荼进行之中，但却存在水利和交通

部门在制定方案时，各行其是，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古盐运河文化带建设的迟缓。水利和交通航道部门可以相互协作，部门协同

运作，减少行政资源浪费，构建跨流域治水责任机制。其一，以泰州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为主体，以水利局和文

旅集团为主要实施单位，文化、交通、城建、旅游、环保等部门共同参与的组织架构，最大化政府的投入与产出比。其二，借

鉴杭州等地做法，筹建运河保护、开发和利用的股份制企业集团，制定出台扶持奖励政策，鼓励个人、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建

设，多渠道吸纳社会资金投入，形成古盐运河文化带共建共享的全社会合力。 

（三）利用古盐运河文化，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历史上，古盐运河就发挥了对泰州的经济辐射和带动作用，泰州盐税在国家税收中曾占居很大比重。如今，建设古盐运河

文化也必须与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一是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实施“文化+旅游”，将《泰州市旅游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中明确开发的十大旅游线路进行适当的调整，链入以古盐运河文化旅游线为基础线的旅游网。比如，策划以古盐运河、

泰州地域城河、溱湖、千垛等与“水”关联的水城风情旅游线。策划以盐税文化为中心，整合范仲淹、王艮、胡媛、梅兰芳等

与“文化”关联的运河文化旅游线。策划以古盐运河沿线风景，整合望海楼、凤城河风景区等资源，串联中国医药城康养基地，

打造与“养生”关联的古盐运河健康休闲旅游线；实施“文化+农业”，传播里下河农耕文化，彰显泰州美丽乡村风情，谋划建

设一批创意主题农家乐、开发一系列特色农副产品；实施“文化+创意”，发挥“‘微影我们’微电影大赛”“中国泰州梅兰芳艺

术节”等平台，结合全市优质盐运河文化资源，组织开展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旅游衍生品设计等活动，积极推动作品落地孵化

成产品，开发一批具有泰州特色的古盐运河文化创意产品，满足不同旅游群体的消费需求；实施“文化+园区”，发挥泰州文化

创意产业园的作用，围绕古盐运河进行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档升级，在园区内打造众创空间，把泰州文化创意产业园建设

成为以古盐运河为特色的文化产业园区。二是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加强谋划争取，策应大健康产业发展，以盐运河、凤城河周

边区域为核心，以凤城河历史文化长廊项目、泰来面粉厂近现代民族工业遗址项目、天幕上文化综合体项目、大运河景观提升

项目等重点项目建设为着力点，大力发展大运河现代服务业，完善古盐运河沿线酒店、停车场、公共厕所、文化长廊等基础设

施配套建设，并积极打造“古盐运河智慧体系”，抓好“一中心、两平台、三系统”（大数据中心，电子政务服务平台、电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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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平台，运河管理体系、运河旅游体系、运河服务体系）建设，夯实古盐运河文化带的“软硬”基础，进一步壮大城市经济，

早日重现泰州的繁华盛景。 

（作者单位：中共泰州市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