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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以嘉兴市秀洲区为例 

杨琳琳 

2014 年 6 月，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 32 项世界文化遗产。2017 年 6 月，习近平总

书记对建设大运河文化带作出重要指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

承好、利用好。”目前，嘉兴市秀洲区正处在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机遇期，如何讲好大运河文化带的“秀

洲故事”，形成秀洲独特的运河文化“二维码”，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意义重大。 

一、扫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秀洲实践 

（一）秀洲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禀赋优势 

一是运河区位优势明显。秀洲地处江苏、浙江两省交界处，位于上海、杭州、太湖三大经济圈交汇点，是长三角经济圈核

心腹地及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的协调区。二是运河自然环境优越。秀洲地势低平，河道纵横密布，京杭大运河贯穿全

境，湿地资源十分丰富。全区共有湿地 9万亩，占区域总面积的 11.1%。三是运河功能条件完备。大运河（秀洲段）由北向西贯

穿秀洲全境，共计 36.1公里，是大运河（嘉兴段）中河道最宽最深的河段，是嘉兴通往苏州、湖州、上海方向的主要航道，也

是杭嘉湖地区的重要防洪排涝通道。四是运河文化遗产丰富。拥有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2 个，省级文保单位 4 个，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 1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4个，还有 3个省级历史文化街区、5处名人旧居故居和 4个革命旧址。五是运河文旅资源

丰富。秀洲大运河沿线聚集了景区景点、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古镇、名人文化、民俗文化等文旅资源。如新塍镇的历史文化街

区、王店镇的朱彝尊故居、王江泾镇世界文化遗产点长虹桥等，历史价值、人文价值、生态价值、科学价值突出。 

（二）秀洲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顶层设计 

一是打造运河文化平台载体。秀洲规划建设了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协调区（秀洲）——嘉兴秀水新区，全力打造

世界领先的运河文化绿心、国际风范的应用科创中心和面向未来的融合共享新区，全面启动浙江嘉兴运河湾国家湿地公园创建

工作。2017年，秀洲区成功入选嘉兴市唯一省级农业综合开发田园综合体创建试点名单县（市、区）。二是出台运河文化规章制

度。先后编制了《嘉兴市秀洲区北部湿地核心区总体规划》《秀洲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秀洲区省级农业综合开发田园

综合体试点项目三年行动计划（2017-2019 年）》《“人文秀洲”发展规划（2020-2025）》等，《秀水新区概念规划》目前正在编

制当中。三是成立运河文化管理机构。2019 年 8 月，嘉兴运河文化省级旅游度假区党工委、嘉兴运河文化省级旅游度假区管委

会（嘉兴运河湾湿地公园管委会）正式揭牌，这使秀洲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管理体制机制更加顺畅。 

（三）秀洲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生动实践 

一是做强运河文化品牌。2019 年端午期间举办“运河情·秀洲味”运河城市美食嘉年华活动，集中展览展示运河流域的特

色非遗项目、知名品牌美食；新塍镇元宵民俗文化节脱胎于“鳌山灯会”，自 1999 年以来，已连续举办 21 届；起源于元末明

初的江南网船会，被誉为“流淌着的运河民俗”“内河妈祖”，是国内唯一的原生态水上庙会。二是美化运河生态环境。近年

来，秀洲大力开展“五水共治”、喷水织机淘汰、“低散弱”全域整治、生态环境大整治等专项行动，如秀洲与江苏吴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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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省域联合治水成效明显，提升了运河水环境质量。油车港镇实施“生态立镇”战略，在镇区运河沿线推动历史街区修复、特

色文化建设、北部湖荡清淤等，加大了大运河油车港段景观风貌保护力度，全面提升大运河生态休闲功能；王江泾镇是大运河

流入浙江省的第一镇，2017 年启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以来，已累计投入资金 4 亿元，打出了沿线码头整治、违章拆除等运河治

理“组合拳”，取得阶段性成果；王店镇结合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聘请驻镇文化策划师对王店历史文化名人、文物古迹等进

行梳理，陈列于长水塘畔城市客厅，打造王店乡村旅游精品节点。三是推进运河文旅融合。以嘉兴运河文化省级旅游度假区创

建为主抓手，打造运河文化公园、嘉兴运河文化展示馆、运河绿道等精品节点，串点成线建设一个集历史、文化、景观、休闲、

旅游为一体的运河文化长廊景区。推进秀洲画乡建设，连续举办七届“秀洲·中国农民画艺术节”，加快推进农民画非遗小镇

建设，做好农民画精品创作、农民画传统技艺传承，打造文旅融合的秀洲 IP。组建大运河（嘉兴）文化带古镇联盟，全面启动

建设运河湾国家级湿地公园等，规划布局运河风情小镇、乡村田园综合体（荷兰村）等旅游项目落地建设，推进运河文化与旅

游融合发展。 

二、解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秀洲困惑 

（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返璞归真的困惑：如何“净化”保护 

一方面，保护大运河要进行物质层面的外在保护，反映在河道（苏州塘）、桥闸（长虹桥）、沿岸粮仓（王店镇粮仓群）等

保护上；另一方面，要进行文化层面的内在保护，反映在大运河文化“基因”的保护上，如由运河文化孕育而来的闹元宵、扎

蚕花、网船会等秀洲特色民俗风情。然而，保护好大运河文化，秀洲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造成大量运河历史

遗存被拆除。如长虹桥东原建有一座高大的石牌坊，牌坊上雕有龙凤等图案，1970 年被拆除；位于大运河畔的洪合镇大桥村，

曾经繁华的码头不复存在；始建于明代的石拱桥，为嘉兴市历史文化遗产的陡门大桥，在 1995年冬被拆除。二是大运河沿岸人

文环境发生变化，使很多民俗文化失去了“生活”根基。如“渔民上岸”使网船会失去了产业基础。如何实现运河文化的可持

续发展，保护文化的生活根基很重要。要充分尊重历史原貌，不过分追求商业价值和经济价值。 

（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一脉相承的困惑：如何“活化”传承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大运河却在加速“消失”，这不仅表现在大运河航道等物理形态的“消失”，还表现在

大运河功能等生理形态的“消失”。原因在于：大运河和湖荡历史沉积大量淤泥，弱化了防洪排涝、行船通航等功能；秀洲大

运河旅游观光、科普科研等体验式功能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秀洲大运河文化面临传承危机，需深入挖掘秀洲运河文化功能，

活化运河文化传承。 

（三）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古为今用的困惑：如何“融化”利用 

一方面，要处理好文化带与生态带的关系。大运河文化要实现古为今用，须打造大运河“天人合一”的“现代版”，实现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但由于秀洲的运河河道全程较长，河道流经区域情况复杂，污染来源多样，既有农业农田养殖污染，也

有城市集镇和工业企业污染。另一方面，要处理好文化带与经济带的关系。运河文化与运河经济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内嵌式的文

化经济模式。当前，秀洲大运河文化的经济价值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秀洲大运河文旅融合发展面临旅游核心吸引力不足、高

质量的文旅消费产品不够多等问题。在大力保护运河生态环境基础上，秀洲应结合实际，充分挖掘秀洲段大运河的历史文化资

源，通过活化历史文化，将其融入秀洲经济社会发展大流，打造地方特色明显的“运河文化带与生态带经济带相融相生”发展

模式。 

三、编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秀洲路径 

（一）明确定位：文化带建设要重顶层设计，做好上下结合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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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明确总体定位。努力把秀洲大运河打造成为一条高品质文化传承的文脉带、高颜值文旅融合的水脉带、高质量经济发

展的动脉带、高水平开放共赢的叶脉带。二要制定总体规划。从全局和整体的高度，明确文化带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

发展目标，明确带状空间的整体功能布局，将大运河秀洲段建设成为生态之河、文化之河、经济之河、开放之河。编制《秀洲

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五年行动计划》《秀洲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大运河综合保护）规划》，推进多规合一。三要建立领导小组。

成立以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有关区领导为副组长，区文旅等相关部门及各主体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大运河文化发展

带建设领导小组，全面统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四要聚焦国家战略。秀洲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要积极践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国家战略，加强与长三角运河城市合作交流，促进大运河文化交流互鉴。 

（二）科学定点：文化带建设要重阶段步骤，做好点面结合文章 

一要科学分类划分区块。合理划分秀洲大运河文化带的核心区、拓展区和辐射区，构建秀洲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空

间布局和规划分区，将王江泾镇、油车港镇、新塍镇归入核心区，将新城街道、高照街道、洪合镇归入拓展区，将秀洲全域归

入辐射区。二要打造运河重点版块。在大运河沿线重点打造节点性区块，支持一批优质项目，引育战略性文化企业，加速大运

河文化带形成。如整合秀洲城区运河文化资源，串联学绣塔、运河文化公园、嘉兴温泉小镇、嘉兴丝绸园、五芳斋产业园等特

色文化节点，打造秀洲运河文化旅游精品线路；王江泾镇以长虹桥、莲泗荡为节点，开发铁店港和市区落帆亭至镇域的水上景

观通道，盘活运河文化资源，打造运河文化休闲度假目的地、长三角江南水乡文化活动体验区。三要串联“盆景”成“风景”。

以运河河道为发展轴，以沿线城镇为核心，发挥文化集聚和辐射功能，形成点状密集、线状延伸、面状辐射的带状文化区域。

梳理运河沿线镇街的文化特质，如王江泾镇作为大运河进入浙江的第一镇，着重打造建设“运河风情小镇”；新塍镇结合当地

名人文化、美食文化等打造“运河历史文化街区”。 

（三）准确定向：文化带建设要重目标任务，做好长短结合文章 

一要全面摸清秀洲运河文化家底。挖掘大运河的技术、经济、社会、景观、人文价值，厘清秀洲大运河文化资源清单，如

古闸、古塔、古镇及民俗风情、故事传说等，促进大运河文化传承创新。通过遥感技术、实地调研、文献收集等，建立大运河

数据库和三维数字图景，为全方位阐释大运河历史沿革和总体价值提供详实资料。二要全方位打造秀洲运河文化产品。构建文

化观光类、科普科研类、运动休闲类、节事会展类等多元化大运河文化产品体系。如开展“走进运河、亲近运河”系列活动，

加强运河文化的参与性与互动性；挖掘乾隆在秀洲的文化故事，开展“跟着乾隆游运河”系列文旅活动；开通观光性的运河水

上巴士，实现嘉兴全域运河资源联动使用；建设自行车道等运河旅游专用道；开展运河马拉松、运河皮划艇等文体活动；打造

运河文化展示馆等功能场馆；打造全流域、内涵丰富的运河文化长廊。三要广泛传播秀洲运河文化魅力。办好网船会等品牌运

河民俗活动，打造永不落幕的运河民俗秀；依托运河优势和人文资源，大力发展节庆旅游，打造运河“四季花海”；打造“四

季如歌”大运河文化艺术节，将王店镇朱彝尊文化节、洪合镇“檇美洪合”艺术节、新塍镇元宵节、新城街道“畅想新城”及

高照街道“艳阳高照”艺术节整合成运河文化品牌。四要全力构建秀洲运河文化产业链。文化产业是融合一二三产业的综合性

产业，是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力量。要调动市场力量，构建文化与科技、信息、旅游、体育、金融等产业的“1+5”融

合文化产业链，促进文化产业与旅游业深度融合，以文化提升旅游的内涵，以旅游扩大文化的传播和消费。 

（四）量身定制：文化带建设要重要素保障，做好供需结合文章 

一是机制保障。定期召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建立协调机制；成立文化长廊建设组、经济长廊建设组、生态

长廊建设组，建立工作推进机制；严守大运河文化带产业“入口关”，建立准入和退出机制；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投身秀洲的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建立激励机制。二是资金保障。加大财政资金的直接支持力度；积极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和杠杆作用，建

立文化带建设的融资平台；建立专门的秀洲运河文化旅游发展基金；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运河文化产业、生态旅游项目的

开发建设。三是智力保障。加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相关专业人才培养力度；开展运河文化系列课题研究；召开运河文化论坛；分

门别类成立运河文化智库、运河文旅融合智库、运河文化产业智库等。四是技术保障。通过模型复原、数字仿真等先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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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博物馆、展陈馆、出版物、互联网等媒介，广泛普及大运河所蕴含的水利技术、文物遗迹、民俗非遗等，用现代科技手段

使大运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得到进一步加强。五是法治保障。要加快制定关于大运河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文化遗

产、历史风貌等方面的法规条例，将大运河纳入法治化管理轨道。 

（五）拓展格局：文化带建设要重对外开放，做好内外结合文章 

一要进一步加强与大运河沿线城市的交流合作。大运河绵延约 4000余公里，涉及 8省（直辖市）35个城市，是我国经济社

会最发达、城市化水平最突出、发展动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建设大运河文化带要在沿线城市构建区域互动合作机制，共同打破

行政区划限制，促进更大范围的交流互鉴。倡导建立更高层次更深合作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联盟，促进文化遗产保护、河道水

系治理、生态环境修复、文化旅游发展等方面一体化发展，推动形成大运河文化带命运共同体。二要为在世界舞台上讲好中国

大运河文化故事贡献更多秀洲力量。以运河为纽带，构建文明互鉴的世界运河文明共同体很有必要。秀洲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一方面要接轨世界运河文化规则，汲取世界各国在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宝贵经验和成功案例；另一方面，要实施大运河文

化“走出去”战略，大运河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要向世界展示好中国大运河文化的独特魅力，增强文化自信，

为在世界舞台上讲好中国大运河的文化故事发出秀洲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