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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通波的大运河，不仅促进了文化的传承，更日益蝶变为区域发展的动力，沿河流域开发越来越受

关注，日益成为沿运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托。

绵延隽永的大运河是中华文明的智慧产物，集中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国家形象，将“通、统、容、

合”的精神内核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绘。融通的文化特质体现在大运河的水系联通、地域沟通、经济往来

互通和国际贯通中，构建了自唐宋以来国家经济运行的中枢命脉，成为南北、中外多元文化交融的纽带。

一统的文化内涵体现在国家治理的智慧上，相伴运河开凿而实施的漕运制度、盐政制度和巡视制度，巩固

了疆域版图，有效维护了政权的一统。包容的文化态度体现为大运河驾驭南北、总揽全国、兼容并包，在

坚持自身传统特色的同时，以开放的胸襟“包孕吴越”、海纳百川，不断吸收借鉴各种地域文化和外来文

化的精华养分。和合的文化理性体现为大运河所展现的中国人追求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文化境界。古人

巧妙利用自然水系和地形地貌，辅以水工技艺人工开凿出这一利济千秋的伟大工程。大运河文化公园建设

的任务就是将大运河文化精神赋能于国家公园展示体系，让观者在沉浸式的体验和感悟中，理解认同大运

河蕴含的文化价值。

强化文化产品供给，助力沿线城市经济转型。一是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规模与供给质量双向提升。要

积极在沿线城市布局各类文化展示场馆，展示与演绎大运河文化内涵，如运河文化书籍资料馆、博物馆、

科技馆、文化演出场所、文化产业园区、历史文化街区、遗址公园、特色风情小镇等。要在规划引领的基

础上，达成公共文化设施与运河景观融合共生、提升城市品位的目标。二是有效利用大运河元素，培育大

运河文化精品创作生产高地，助推沿运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组织、支持和鼓励文艺工作者深挖大运河文化

内涵，致力于艺术精品创作，形成以大运河文化为主题的文化产业。创新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功能，以其

为演绎展示平台，结合江苏段 11个沿运城市所展现的文化段落特质，打造引人入胜的大运河主题演出市场

精品，打出运河城市知名度，推动相关文化市场的繁荣。三是借助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数字化展示工程，

推动沿线城市的新型文化业态发展。通过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数字云平台的建设以及大运河文化场馆的数

字化改造，创新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内容和形式，激发文化企业加大技术革新、产品创新的投入，为城市

增加创新活力。

构建沿线城市文旅融合新格局，增强城市魅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本身就是一项文旅融合的新实践，

要通过旅游与文化的完美结合向观者展示大运河的精神内涵。江苏段 11个沿运城市都是重要的文旅融合区，

未来要连点成线，共筑沿运线性文化空间，结合每个城市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展现大运河文化内涵与城

市魅力。如徐州的文旅融合聚焦于“治黄保运”的运河水工技术、楚汉风韵的文化风貌、大无畏的革命精

神；扬州聚焦于三湾高超的水利工程技术、因运而生的盐运枢纽地位；苏州聚焦于运河与城市文明的交融，

工商文化、园林文化、诗意含蓄的“水韵江南”特色。

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提升城市品位。水是大运河的根本，岸是大运河的经络，城是大运河的明

珠。在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过程中，要将运河文化融入城镇建设和生态保护之中，达到水与岸、河流

与村落、设施与景观的和谐共生，实现水、岸、城一体推进，从而达到提升城市品位的目的。一是要强化

运河水质的净化，加强运河水域动态监测和科学管理，确保大运河水环境质量达标、航道畅通、水利功能

完备。二是要强化岸线保护，保护历史文化遗存，加强河岸生态修复，确保沿线两岸的生态景观与清洁畅



通的运河水环境协调一致。三是强化城市可持续发展，寻找运河文化价值发掘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平衡点，

使沿运区域呈现出历史与现实交汇、自然与人文交融、产业与城市共兴的良好生态。

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形成传承大运河文明的城市精神。大运河文化公园肩负促进当地经济社会文

化全面发展的责任，而社区是国家文化公园内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要重点关注实施文化遗产保护措施对

沿岸社区居民生活的影响，生态保护区域对社区产业发展的限制。探索创新社区治理模式，发挥社区参与

大运河文化公园建设的自觉性与主动性，培养全社会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共识，形成传承大运河文明的城市

精神。通过社区共建，转变政府职能和角色定位，政府扮演信息传达者、利益协调者的角色，关注国家文

化公园与社区居民的互动和沟通，在制度建设、公共政策供给等方面承担主要职责。同时，调动社区群众

的参与性，如向社区居民提供公园生态管护公益岗位、园区建设岗位，引导居民积极参与国家文化公园的

建设、保护和管理。

作为流域开发的新型手段，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还涉及到水运、生态、经济、城建、移民等许多

领域。因此，在建设中尤其需要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

一是处理好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文旅开发的关系。要从顶层设计高度，做好遗产保护的规划工

作，在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总方针下，执行分级分类管理。非物质文化

遗产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进行适度开发；对公园区域内的世界文化遗产要

完善专项政策法规，从立法高度行使管理职责；对文物保护单位要严格执行《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新

发现的文物遗存区域要严格划分建设管控地带。保护区内的旅游开发要遵循科学可持续的合理利用原则，

在保护物质遗存的前提下，进行必要修缮、适度开放，利用现存文化特质、空间格局与历史风貌，注重传

统功能和原住民生活适配性，强调非物质遗产的传承，真实还原历史场景。提升线性廊道区域的主题展示

和文旅线路的适配性，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打造高品质的运河文化休闲度假旅游区。

二是处理好区域产业联动与大运河文化传承的关系。大运河江苏段处于多重国家战略叠加区域，“一

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战略在运河流域形成催生产业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转型的绝

佳宏观环境，要促进大运河沿线区域成为联通南北、联动东西的经济增长轴线。在产业布局上，既要形成

跨城市联动发展的流域产业，加强重大基础设施跨区建设，又要根据区域资源环境和历史遗迹保护相关要

求，划分产业集聚区域，分类管制。在产业门类选择上，综合考虑产业基础、运河文化资源和段落特质，

优先发展符合环境约束，体现产城、人文融合的产业，明确限制禁止发展的产业类型。

三是处理好沿运城市发展与沿河生态空间优化的关系。寻找运河生态价值与区域发展的结合点，通过

控制环境污染、提升生态系统功能、监测流域生态环境等措施优化沿河生态空间，推动沿运城市形成低碳、

循环、绿色经济模式，引领区域产业结构转型，为沿运城市经济民生带来新的增长点。探索运河生态保护

与现代航运发展的平衡点，通过发展绿色航运，建设生态友好的绿色航运基础设施，推广清洁低碳的大运

河航运装备，创新节能高效的绿色航运组织体系实现绿色水运交通与沿河美好生态的和谐发展，将运河沿

线建成融交通、生态、文旅于一体的美丽复合廊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