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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指示精神，为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和运河城市发展提供了遵循和重要契机。常州市委市政府从水态、文态、业态、生态、形态五个维

度科学规划，全力推进世界遗产与现代城市的有机融合，还河于民、还景于民，创造良好的生态效应、独

特的文化魅力、丰富多彩的空间环境，实现大运河遗产的全民共享与永续传承。

一、以高度的责任感，充分认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性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就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赋予了运河沿线地

区光荣的使命。常州市委市政府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切实增强推进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的政治责任感。

深刻理解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大意义。有史记载，自隋以来常州成为漕运重要驿站，运河从元朝到

新世纪曾三次南迁，形成了现今“依河建城、河随城迁、河城相套”的“三河四城”风貌，历史城区内以

水系为轴——“水陆并行、长街沿河、短巷向水”，是见证江南历史变迁和文明演进的“活化石”。到了

近代，运河又成为了民族工商业的摇篮。大运河是常州历史变迁演进的真实见证，是常州经济社会发展的

基因符号。常州因河而生，因河而兴。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与常州城市发展共存共生，互为依托。

全面把握大运河丰厚的文化内涵。大运河是常州文化传承的真实脉络。运河水系沿岸至今分布有青果

巷、南市河、三堡街等历史文化街区和地段，另有孟河、奔牛等十余处古村镇。走出了唐荆川、汤贻汾等

一大批名人大家。苏东坡 14 次乘船过常州，乾隆皇帝下江南在常州题诗六首。沿线分布有水利工程遗产、

聚落遗产、其它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共计 5类 163项。

努力践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的工作导向。保护好，就是保持历史的真实性、风貌的完整性、

生存的延续性，加强对大运河故道、水工设施等珍贵遗产的保护。传承好，就是在普查、抢救的基础上，

对大运河文物古迹等物质文化遗产有针对性、有计划、有步骤地修缮修复，让它焕发生机、重展风采。利



用好，就是以文化建设为引领，积极用好用活运河资源，打造系列特色品牌，带动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使古老的运河更好地造福今人和后人。

二、以强烈的使命感，全力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河道水运、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生态建设、经济发展等方

方面面，要坚持科学统筹、综合施策、整体推进。

加快梳理整合，打造运河历史风貌带。结合水文化遗产调查对大运河沿岸水文化遗产的地理位置、周

边环境、存续年代、使用情况、保存状况及图像资料进行深入调查与收集，并对其历史沿革、形制构成、

价值说明进行整理与阐释。依托运河沿线遗产资源，重点推进唐荆川纪念馆、周有光图书馆等一批修缮展

示项目，重点打造奔牛古镇区、西直街历史文化地段等沿线运河文化区段。

精心组织推进，打造运河文化精华带。借鉴南京夫子庙、苏州观前街等成熟开发模式，遵循“整合与

开发并重、提升与创新同步”的开发方针，深入挖掘古运河文化内涵，发挥古运河作为城市文脉、龙脉与

绿脉的优势，打造集文化内涵、地方风情、人文景观、商业街区为一体的城市窗口。紧扣“传承与未来”

这两条主线，“水、桥、岸”三维一体，打造古今辉映、永续传承的常州大运河亮点和名片。

加强保护整治，打造运河亲水休闲带。重点推进全长约 10公里的大运河常州城区段交通疏导整治，对

沿岸的驳岸、电杆、绿化进行全面修整，并在保护运河历史风貌的基础上，适当增建部分滨河绿地、亭廊、

码头以及桥梁等相关基础配套设施等。在未来 5年内，大力推进 23.4公里遗产河段南北两岸全线双贯通，

将运河沿线打造成城市亲水休闲带。

突出绿色环保，打造运河生态示范带。对大运河常州段主干河道和沿线镇村的生态环境进行普查摸底，

确定整治修复提升的内涵标准，研究制定生态修复的专项规划。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统领，加强生态环境的

综合治理和监管。采取治水、引水等方式，保护好现有运河河道。加快推进运河沿线集镇的污水处理设施

建设，建立健全生活垃圾统筹治理体系。提升运河沿线生态服务功能，坚持生态建设和保护性开发并重，

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推进大运河文化文明的发展、延续和传颂。

强化发展创新，打造运河创意产业带。在运河沿线合理规划创意产业布局，自西向东重点扶持“运河

五号”、民元里 1 号、南港码头、中华纺织博览园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以龙头品牌企业带动中小型创意

企业的集群式发展。支持利用运河工业遗存打造众创空间，顺应“互联网+”、“文化+”新趋势，营造良

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出台政策吸引更多的创业人才、创新团队加入到文化的创意、创业和创新中来，

为古运河畔老街区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三、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全力确保大运河建设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努力把大运河常州段建设成为高颜值的生态长廊、高品位的文化长廊、高效益

的经济长廊，使之成为大运河文化带上的样板区和示范段，努力走在全省前列。

突出规划先行。加强顶层设计，加强全域统筹，编制好《常州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实施规划》。坚持

从高处着眼，坚持系统化思维，按照“一次规划、整体设计、分布实施、系统集成”的原则，引进高水平

的规划团队，切实做好规划工作。这一过程中，关键是要因地制宜，彰显特色，“文化为魂、串珠成链”，

打造独具城市魅力的水态、文态、生态、形态、业态，接续造福常州人民。



打造精品亮点。抓住青果巷、篦箕巷、南市河等重要节点，加快实施西起怀德桥东至东坡公园的精华

段建设，并逐步向东、西延伸拓展，从岸线、河道、水质三位一体出发，充分挖掘沿线历史文化遗产，有

效利用丰富民俗风貌，建设精品项目，打造文化标识，通过串起一个个闪光点，形成特色鲜明、有机联系、

相得益彰的运河文化长廊。

讲好运河故事。充分挖掘大运河文化带蕴含的工商文化、名人名居名巷资源，提炼更加生动、有感染

力的运河故事，灵活运用多种形式，结合现代科技手段，打造一批凸显运河特色的会展、演艺、民俗等品

牌活动，创作更多有筋骨、有特色、有温度的文化作品，让群众了解运河、保护运河。建设好一批内容互

补、各具特色的纪念馆、博物馆，集中凸显红色、名人、宗教、工贸、水乡、水利等主题，加强联合互动

合作，打造开放式运河博物馆（纪念馆）群。

肩负使命担当。保持敬畏之心。以对历史的敬畏之心，把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成为古今辉映、令人向往

的文化高地。保持工匠之心。坚持以文化建设为引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促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努力把大运河打造成常州乃至江苏文化建设高质量的鲜明标志和闪亮名片。保持争先之心。以省委书记娄

勤俭提出的“四个走在前列”为导向，主动作为，真抓实干，奋勇争先，努力让常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

作走在全省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