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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

革规划纲要》提出，要依托长城、大运河、黄帝陵、孔府、卢沟桥等重大历史文化遗产，规划建设一批国

家文化公园，形成中华文化标识。大运河江苏段是全线历史最为悠久、文化遗存最为丰富、活态利用最好

的段落，具备开展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试点的良好条件，应注重强化运河文化内涵、底蕴、特色与亮

点，协调好相互之间的关系，建立统筹保障机制。

在战略定位上强化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内涵与特色

首先，深入把握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主题和内涵特质。有针对性地选择大运河文化带中那些在

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具有突出文化价值、鲜明文化特色、重要文化影响的元素，充分体现其真实性、完整

性、延续性。其次，深入把握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与国家公园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国家文化公园兼具国家

公园和文化公园两类空间的特性，除了国家公园基本功能外，还包括遗产保护、文化传承利用、科普教育

功能等，而且更加讲求家园建设。再次，深入把握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功能。文化公园是依托原有

的文化遗产和文化故事资源，以“文化”为主的设计理念和设计实践，通过文化主题，结合各种文化元素

在景观上的运用和表达，构建集文化传播、休闲为一体的新型公共空间。国家文化公园倡导建设与民共享

的公共文化空间，具有保护、科研、宣教、旅游等多元功能。

明晰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江苏运河文化内涵与底蕴。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强调对运河文

化内涵的挖掘和提炼，要将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精华及其人文生态环境在一个广阔的、相对固定的空间区域

内完整保留下来，有效解决大运河保护与沿线地方、部门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江苏运河文化内涵丰

富，保存了大运河从开凿迄今最为完整的文化遗产类型，由运河有机串联，形成了兼收并蓄、包容多样、

独具魅力的江苏运河文化。

抓住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展示的江苏运河文化特色与亮点。第一，江苏大运河是历史发展的贯通之河，

镌刻着社会演进的悠久年轮。第二，江苏大运河是区域文化的纽带之河，串联了地域文化的多元类型。吴

文化、金陵、淮扬、徐海等四大文化区域，南北八个运河城市，几乎涵盖了主要文化区域。大运河是江苏

文化的母亲之河，以大运河文化贯通、整合区域文化，使之形成彰显江苏文化高峰的代表性文化。第三，

江苏大运河见证了古今江苏城市的兴衰变迁。苏州（吴）、扬州（邗）都有 2500年的建城史，与大运河同

生共进。徐州（彭城）、淮安（末口）、淮阴、高邮、镇江（朱方）、常州（延陵）等都曾是运河重要的

节点。明清更是诞生了以同里、周庄、盛泽等为杰出代表的大量市镇。第四，江苏大运河是中华文脉的传

承之河，引导着文明的繁衍传播。大运河沿岸是文化繁衍传播的交融之地，在国内及中外文化交流中亦可

圈可点。同时，江苏大运河是统一交流之河，支撑着国家政治与经济重心分离状态下的民族融合。今天，

江苏大运河仍然对北煤南运、南水北调等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在全局构架上协调好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五种关系

协调好文化公园建设与运河文化带建设之间的关系。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紧密相关，是总体与重点的关系，如果说运河是文化带，是珍珠成串，国家文化公园应是带上的明珠，是

精品经典，两者相辅相成。文化公园应是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应以运河本体为中心的园、

带、点等建设为重点，以文博园馆展示区为载体，展示运河文化的代表性文化。要将国家文化公园试点纳

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规划之中，以省级统筹协调为基础，以沿线设区市为单元，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突

破口，带动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为改革和完善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探索一条保护传承利用大型线性遗

产的中国道路、经验和模式。

协调好运河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间的关系。大运河的航道、船闸等，集中体现

了大运河古代文化、近代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时代印记，也是展示新时代大运河文化带新风貌的创新舞

台，弘扬航运人艰苦创业精神的平台。规划重点展示了古代运河文化遗产。大运河文化公园建设要以优秀

传统文化为基础，以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统摄，使之成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展示从古至今的

水工水利文化的综合平台。

协调好大运河自然生态保护与文化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注重文化生态和

自然生态的双重保护。文化公园的周边环境包括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即孕育文化的时代环境。大运河活

态文化遗产需要维持传统的水上运输、水上生活、水上渔业等人文生态。如果只允许建旅游项目而完全禁

绝运输或渔业，那样就会破坏运河的文化生态。文化的流动要靠运输，要鼓励发展绿色水运，宜水则水，

宜路则路。防止一些地方在“国家文化公园”“生态保护区”等名义下，强行拆迁，改变运河两岸长期形

成的人文景观。

协调好重点建设与一般建设之间的关系。江苏作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试点省份，要打造出具有国

际影响力、国家代表性的示范点。对于一些重点打造的点线包括地标设计等，需要结合目前运河点线的设

施基础、周边环境、人文历史积淀、政府投入力度等层面统筹考虑，建立相关指标体系，进行取舍。针对

目前大量运河点线都争取进入建设第一梯队的现状，要做好重点和非重点的平衡，制定甄选的标准，分阶

段分步骤推进运河文化公园建设。应科学选择试点建设 2—3个具有代表性的核心展示园区，在省际、长江

与运河交汇点等重要端点门户建立展示点，形成园点结合的展示带。慎重初战，避免全面开花。将重点建

设项目与一般建设项目结合起来，统筹协调两种建设。要将文化公园重点工程打造成为中华文化的亮丽名

片。

协调好国家公园模式的世界经验与中国实践之间的关系。大运河流经东部人口最密集的区域，涉及各

行政区、行业部门、企业单位、个体等，使用权分散。这种情况下，如何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实现公共性、

公益性和国家所有，采取什么样的模式，需要认真调查。既不能简单采取北美澳洲模式，又不能采取英国



等欧洲国家的模式。这就需要我们学习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建园经验，汲取其经验教训，探索出符合中国国

情，特别是符合大运河沿岸实际情况的管理模式。根据我们国家的具体国情，可探索实行国家委托地方管

理，形成“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省市统筹、分区管理、经管分离、特许经营”的管理新模式。

在实践运作上建立四种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统筹保障机制

建立统筹管理机制。国家层面上，《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设计了国家文化公园统筹机

制，省级层面上，已经设立了省级和大运河沿线的设区市、县（市、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从实际需要看，可设立或成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项目组功能区协调机构，各市设立分项目组，定期

召开协调会议，加强顶层设计。

建立科学评价机制。首先，从规划开始就需要对文化遗产保护、人文生态保护、自然生态保护、文化

特色挖掘、主题定位设计等模块进行规划评估打分，实行文化公园的准建立项制度，保证宏观把控基础上

的细节规划，这将有利于自上而下统筹规划，防止公园开发的无序、同质和低效。其次，运河文化公园建

成后，需要一系列的审核，对于建设结果与审批规划不符的项目，限期整改才能对外开放。再次，在运河

文化公园的展示运营过程中，应定期进行考核评价，保证有效保护和形态可持续性。

建立数字化信息管理机制。建立国家运河文化公园的基础数据资源平台。支持设立专家库，整合与运

河文化公园建设相关的专家资源，分类建设运河文史专家、生态管理专家、文化产业专家等专家资源库。

设立运河航线的水利文化数据库，梳理历史数据，更新现代数据，为现代航运、文旅产业及科普教育等提

供基础信息支撑。设立运河词条、故事库，整理口述史，深挖运河文脉内涵的资料，选择其中具有突出意

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题材建设“文化元库”。

建立多主体广泛参与的协同管理机制。建立常态化的城市间河段间交流合作协调机制，并引入地方政

府、企业和社会团体、志愿者队伍等参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环节，加强内部合作，推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

园的一体化管理和运行。专门成立公司，作为运河文化公园资源整合的运行主体。构建统一的运营平台和

投融资平台，使文化展示和文旅相关产业的投资主体和经营方式日益多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