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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江苏段纵贯南北 790 公里，沟通长江、淮河和古黄河，串联诸多湖泊，在中国大运河全域中区

域地位举足轻重。作为列入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点段最多的省份，江苏的运河文化遗产品位价值最高，运

河文化传承利用的基础最好；大运河江苏段跨越中运河、淮扬运河、江南运河三个重要的文化区段，展现

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大运河江苏段哺育了大批历史名人，展示出紧密的人河关系；大运河江苏段是京杭大

运河通航条件最好的区段，发挥着千年运河的核心功能，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通达互融的大运河

开放包容的基因造就了运河城市今天的富足。江苏要在发挥这些优势的同时，汇聚各方资源，整合多方力

量大力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努力做全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江苏示范和样板。

妥善保护丰富历史遗存，呈现运河文化传统风貌

作为古代京杭运河漕运管理核心和重要的漕粮、纺织品产区，苏南、苏中、苏北分布着大量的文化历

史遗存，这些丰富多样的历史遗存需要配备先进的保护理念与手段。在对大运河各类文物和历史文化资源

进行价值赋值、文化与运河关系赋值的基础上对各类文化资源进行甄选分类，确定功能分区。在对管控保

护区、主题展示区、传统利用区、文旅融合区的建筑古迹修复与历史街区改造时，应尽量原址原貌修复，

按照保持原真性的原则，呈现大运河沿岸文化遗产本来样貌。对于运河沿岸古迹，遵照《威尼斯宪章》中

“原物归位法”，尽量使用原来的建筑材料按照古迹最初的形态重新建造，谨慎选择建材，在古迹修复中

需要建筑学、工程结构学、考古学、历史学、生物学、气象学的多学科密切配合，在不破坏干扰原结构的

情况下，修复损坏构件和恢复原状，创新保护修复技术。对于运河历史街区建设要保持慎重态度，尊重过

去建筑师的创作，保证历史街区风貌的完整性和原真性。对新建方案进行反复论证，充分考虑新老建筑的

和谐融合，保证街道所有建筑的高度和基本轮廓不受破坏，已成形的建筑空间不发生变化，新建建筑能和

谐融入已成形空间环境中。

善用密切的人河关系，展现大运河人文价值

大运河江苏段名人辈出，哺育了大批为中国文化繁荣、民族融合、科技创新、革命胜利作出突出贡献

的历史人物，人物生平和事迹令人感怀深切，具有极高的文学和艺术价值。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建设要用

好运河人物这一无形珍贵资源。一是建立运河人物事迹资料库，搜集整理各地运河名人史料、运河人物传

说故事、流传民间文学素材、证明人物事迹的实物资料，展开充分研究，力争将时空分散的史料串珠成线，

与连贯的运河历史脉络相互印证，形成运河史深厚的人物积淀。二是宣传运河名人故事，出版运河名人故

事书籍，制作电视、电影和纪录片来讲述运河故事。开展当代运河人物评选，用新媒体传播人物事迹，引

发公众关注，使运河文化精神成为时代热点。三是在文旅开发中用好运河名人故事资源，设计运河名人主

题旅游线路，通过线路设计，引导游人领略历史名人在运河边留下的足迹以及为大运河传承发展所作的努

力。

精准定位多样段落特质，彰显不同区段运河文化性格

大运河在江苏境内流经三个文化风格迥异的区段，每个段落都蕴含高度广博而丰厚的文化内涵。中运

河台儿庄段和宿迁段是典型的楚汉文化区域。楚文化充溢着霸气与豪情，“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豪言壮



语印证了楚人雄视天下的豪迈情怀。汉王朝完成统一以后继承了楚国刚强雄浑、尚武崇文、开拓进取、浪

漫雄奇的气质品格，集中体现在这一区域的诗文、戏曲、庙堂、运河史迹甚至饮食风俗中。淮扬运河主要

指扬州、淮安、泰州以及南通地区，以淮扬文化、海盐文化为主要内容，崇文尚德、开放包容是淮扬文化

的精髓，敢于开创、奋发进取是海盐文化的精神，大运河对淮扬和海盐文化的影响体现在方言、淮扬菜系、

民俗、地方戏剧、文艺和学术作品中。江南运河包含常州段、无锡段、苏州段、镇江和南京段，是南方运

河区段的典型段落。其中，镇江和南京是金陵文化的中心地带，金陵文化既有道家之智，又兼有儒学之仁

的特质，主要体现在宁镇两地的山水园林、诗画文章与民俗节庆活动之中。运河常州段、无锡段、苏州段

是吴文化的代表区域，大运河赋予吴地上善若水、兼容并蓄的性格，展露出崇文重教、柔中蓄劲、人巧天

工的文化特质，体现在运河边走出的文人墨客、名宦大家、商界名流的言谈举止之中，烙印在大运河的风

物特产、艺术作品以及两岸的亭台楼阁之中。研究、展示、传播、创新这些蕴含着大运河不同区段特质的

文化事象，是展现大运河江苏不同区段人文价值的重要途径。

提升运河航运功能，打造绿色、智慧航运样板

坐拥京杭大运河最优的通航条件，大运河江苏段历来水运发达，商贸繁荣。2018年，大运河江苏段货

运量约为 4.8亿吨，约占运河全线货运量的 80%，占江苏内河航道货运量的 60%，是莱茵河货运量的 2倍多，

沿线港口全社会吞吐量约为 2 亿吨，占运河全线的 70%以上。为此，要进一步突出大运河航运中心地位，

突出“绿色”和“智慧”两大优势，建设高效运河集疏运体系。一是运用绿色航运理念指导运河港口和航

运设施建设，清洁航道港口，实施航道港口绿化工程；严控船舶、港口污染，实施作业船舶、机械清洁能

源改造工程；优化水上服务区生态建设，实施绿色水上服务区再造工程。二是智能化加载航运管理和服务，

加强数字信息产业与航运管理服务协同，研发航运智能调度系统；探索“物联网+航运服务”体系建设，实

现航运安全数字化监测预警；完善船舶航行信息与运营信息的采集和监控，提高航运应急事件预判与处理

能力，建立航运应急事件快速反应和报告机制。三是推进运河衔接的多式联运，构筑联运功能完备的现代

运河沿线港口枢纽体系；推进内河港口与沿江、沿海港口的业务领域深度合作；创新内河港口与公铁水综

合港口的运输衔接，布局高效联运通道。

延续开放包容的文化基因，实现交流合作共赢

大运河贯通南北，以开放包容的胸襟促进了中华民族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融合，大运河文化开放的精

神特质带给城市强大的对外交流意愿与可贵的创新精神，今天这些开放和创新的基因依然保留在江苏运河

城市的记忆中，大运河江苏段几乎每一个沿线城市自述的城市精神中都有“开放”的含义。为此，要通过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激发运河城市进一步开放与创新的动力，开启运河城市强大的对外交流功能，促进对

外商贸、物流、交通的高水平对外合作共赢，带动城市经济转型升级，促进苏南苏北均衡发展。同时，推

动南北运河城市展开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实现江苏全域高质量发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在许多方面需要

运河城市秉承开放的心态加强区域间协同合作。一方面，大运河江苏段 11个沿线城市要重视统筹区域合作，

形成多种形式的沟通渠道，创新合作机制和模式，在基础设施共建、配套服务供给、文化展示共享、环境

保护共治等方面展开多层次交流合作，在沿线文物保护监测、非物质文化遗产监测管理、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特色小镇以及大运河水体、水道、生态资源保护管理等方面推动各区域管理平台、系统的互联互

通。创新文旅开发合作机制，建立大运河全域旅游合作体系，多城市联手举办大运河文旅展会，共同发布

文旅数据，营造具有区段文化特质的文旅产业生态。另一方面，大运河江苏段 11个沿线城市要探索跨省域

合作共建途径，加强与上下游省域间在生态环境、流域水资源保护利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城乡

统筹、旅游线路等领域的合作，尝试与流域省市共同举办大运河文化博览会，或参与到流域省份举办的大

运河文旅推介展会中。建立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联席会议制度，强化江苏与运河流域其他省市的联系与沟通，

共同探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创新经验与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