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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千年运河淮安段注入新动能 

徐成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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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

安作为大运河文化带重要标识性城市，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居于重要位置。近年来，淮安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决策部署，强力推进京杭运河绿色现代航运建设，着

力打造交通运输现代化示范区“淮安样板”，现代航运、生态廊道、文化旅游功能得到显著提升，流淌千年的京杭

运河淮安段被赋予绿色新动能，与日新月异的“运河之都”共同谱写新时代“壮丽东南第一州”繁华盛景。 

吹响示范号角再绘航运盛景 

京杭运河淮安段全长 61.8 公里，其中淮安船闸至九龙湖公园段被列为全省 4 个代表性航段之一。2019 年 10月，淮安市在

全省率先启动京杭运河绿色现代航运示范区建设。2020年，高质量完成淮安船闸至九龙湖公园段约 16公里建设任务。2021年，

全面实施京杭运河淮安段绿色现代航运综合整治工程，聚力将京杭运河淮安段打造成为集智慧航运、生态修复、文化旅游、都市

休闲、滨河运动于一体的绿色现代航运示范区。 

如今，淮安已形成“省市共建、市级主导、部门牵头、分区包干”三级联动工作机制，有力保障了京杭运河绿色现代航运建

设顺利实施。围绕共建京杭运河淮安段绿色现代航运示范区，淮安市政府与江苏省交通运输厅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市委、市政府

将京杭运河绿色航运建设纳入全市高质量跨越发展考核内容，成立市级领导小组高位推动、统筹协调项目建设，及时解决建设过

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多部门（县、区）通力配合、分工明确，将京杭运河绿色航运建设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一着不让

抓好落实。市交通部门成立工作专班，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指导、服务和管理，推动各项建设工作有序实施。 

紧扣畅通、文化、绿色主题，坚持功能性、景观性和特色性，在城市空间布局、大运河“百里画廊”和交通“四行系统”等

规划充分对接融合的基础上，精心编制淮安船闸至九龙湖公园示范区建设方案和全线综合整治工程方案，涵盖环境整治、生态修

复、桥梁亮化、堤路贯通、绿色港口、文旅打造、航道工程、智慧港航等方面，做到水上岸上联动治理、堤内堤外共同美化、滨

水空间与近水片区一体化设计，实现优美环境、优质航运、优良生态、优秀文化的有机融合。 

在统一规划、一体建设的基础上，秉持“一区一特色”和“每一个亮点即是一个艺术作品”的建设理念，以大运河“百里画

廊”工程为总抓手，整合运河文化资源、提升关键节点功能品质，高质量打造亮点景观，突出鲜明地标，充分展示淮安段航运魅

力，让游人感受到运河丰富的生态内涵、视觉内涵、文化内涵，让淮安成为人们“探运河古今、听运河故事、赏运河美景、品运

河文化、感运河活力”的向往之地，打响“运河三千里，醉美是淮安”城市品牌。 

筑牢生态基底打造绿色长廊 

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京杭运河绿色现代航运建设全过程、全要素、全方位，从护水、治污、建景入手，持续

改善运河沿线生态环境，努力实现“一河清水、两岸绿色、三季有花、四季常青”目标。 

还岸于民。实施京杭运河淮安段综合整治，统一示范段和非示范段整治标准。从市、区（县）到街道成立工作专班，倒排工

期、挂图作战，出色完成环境综合整治、居民拆迁安置、企业搬迁等一系列任务。全线拆除厂房、老旧民房、违章设施等约 11.4

万平方米；清理非营运船舶、砂石堆场等 200余处；关停码头 11座，搬迁企业 16家，有效解决非法码头、侵占河道、岸线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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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在退出的岸线上新改建人行步道 3.4公里、堤顶道路 14.1公里，实现堤顶道路、慢行系统基本贯通，给沿线居民提供

休闲好去处。如今，在运河淮安段，到处可见市民沿岸漫步，好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画卷。 

还绿于岸。在抓好运河沿线岸线清理整治的同时，遵循“近自然”景观建设理念，“宜草则草、宜树则树”，开展已退出岸

线的复原、复绿工作，对运河两岸绿化补栽补植，完成绿化 126万平方米，堤内迎水面绿化实现全覆盖，厚植了古老运河生态底

色。现在，运河两岸绿树成林、绿草成茵，四季常青的行道树间夹着各种花草，形成“花在水边放，船在绿中行”的绿色生态长

廊。 

还清于河。切实加大京杭运河水环境保护力度，全面完成京杭运河淮安段全线港口码头粉尘在线监测设备、船舶污染物接收

装置和防尘设施增设，建成京杭运河船舶污染物接收船，对港口码头采取防尘、喷淋、覆盖等降尘措施，垃圾回收箱、生活污水、

含油废水接收装置以及岸电设施实现全覆盖。灿烂的阳光下，河面碧波粼粼，一湾清水绕城流的画卷正徐徐铺开，千年运河正焕

发出绿色发展活力。 

传承运河文脉彰显淮安特色 

统筹做好运河保护、传承和利用，深入挖掘运河文化的时代价值、经济价值，复合打造休闲游览线、文化脉络线、宣传教育

线，成就一幅“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美丽新画卷。 

讲好运河故事。 

突出地方特色，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着力讲好运河自身、区域文化和漕运文化等故事，在运河沿线各个节点、服务区

以及锚地设置文化宣传和文化小品设施点，建设“船舶、马车、锚地”等景观雕塑、地面雕刻，保留东港原码头桁架作为历史记

忆，把正大、天参码头修复改造成“时光码头”……一个又一个高品质运河地标，将运河串联成流动的文化带。更别出心裁的是，

一面由沿线 2 万余平方米的烟囱、罐体、围墙等建（构）筑物立面绘制而成的历史文化墙，充分展示淮安“九省通衢、南船北

马”的历史文化、运河文化、漕运文化。 

展示运河之美。 

建设汇行广场、灯塔广场、左岸花园、莲香台等亲水平台 10余处，实现生态修复、人文景观、游憩科普等功能，拓展城市

亲水空间，让人民群众“近水”“亲水”“乐水”，拉近人与运河的距离。在东港码头、飞进船舶造船厂等原址规划成大型主题

公园，对修复土地进行园林式规划，并将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其中，补齐区域体育健身场地短板，打造“城市活力乐

场”“城市会客厅”。 

放大运河功能。 

立足全国内河主要港口定位，加快推进港航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放大运河辐射，为全市经济产业发展提供水运支撑。开工建

设黄码作业区、上河作业区，加快推进新港三期、金宝航道整治工程等项目前期工作，大力发展水运集装箱，建成全省内河规模

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集装箱专用码头，运营至武汉、周口、蚌埠、上海等 17条内河集装箱航线，上联河南、湖北、安徽等

地，下通江苏沿江沿海、上海等地。如今，淮安内河集装箱吞吐量持续位居全省内河第一，流淌千年的大运河再现昔日“黄金通

道”之盛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