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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条大运河，半部中国史。作为千年运河的起源地，江苏高品质推进大运河文化

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也面临不少挑战。直面问题，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统筹做好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和利用三篇文章，注重建设的整体性、

关联性和协调性，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健全完善运河文化发展体制机制，以文化铸魂

焕新千年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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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大运河文化带

和国家文化公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国家推进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

为了开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新局面，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以“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使命担当，高品质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努力把大运河江苏段打造成为“水韵江苏”的亮丽名片。

一、江苏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现状与挑战

江苏是大运河起源地，大运河江苏段位于大运河中部，北起徐州沛县、南至苏州吴江，纵贯南北 790

公里，拥有大运河全线最长的通航里程、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最广阔的覆盖地域。当前，江苏把大运

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纳入工作大局，建机制、绘蓝图、定政策、抓项目、搭平台、树品牌，大运

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成效明显，沿线环境整治取得突破，文化挖掘研究逐步深入。但在各项建设推进过程

中，也面临不少现实挑战和问题。

（一）沿线文化遗产挖掘、传承、保护力度亟须加强

大运河文化遗产结构极为复杂，江苏段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要素的有 28个、遗产河段长度 325 公里，均

占全线的 1/3；纳入国家文物局的运河遗产遗存 103 处、非物质文化遗产 103 处，数量均为全线最多；还

分布有革命历史类纪念设施遗址 1710 处、全国爱国主义示范基地 23 处、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23 处以及

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吴文化、淮扬文化、楚汉文化、金陵文化等。然而，除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点段以

外，沿线大量文化遗产的挖掘、传承、保护、利用工作有待加强，沿线文物和文化资源的整合能力、监测

能力、管理能力、保护能力有待提高。同时，由于江苏大运河是仍在使用的、流动的、活态的文化遗产，

加之沿线又是江苏省人口密集区和重要经济承载区，文化遗产保护与交通、水利、能源、城乡等发展建设

的矛盾仍然存在。

（二）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缓解



大运河江苏段沟通长江、淮河、太湖、沂沭泗水四大水系，串联太湖、高邮湖、洪泽湖、骆马湖、微

山湖等省内主要湖泊，横跨多种不同类型的自然、半自然、人工生态系统，不仅是防洪排涝的“安全公园”、

优化水资源调配的“民生公园”，还是强化饮用水源的“幸福公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公园”。然而，

河道岸线资源开发利用过度，布局尚不合理，大量硬质化护岸建设造成生态系统功能弱化。部分地区没有

处理好与文化带建设总体规划的关系，把属于热点区域的运河周边区域过度开发，挤占河湖生态空间，后

期污水处理、垃圾清理等不能及时跟上，运河稀释的承载力过大，形成新的水环境污染，生态环境压力依

然较大。

（三）文旅融合发展浅层化、碎片化、同质化问题突出

江苏的名城、名镇、名村，大多是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大运河江苏段 687 公里航道全年通航，

是全国内河仅次于长江的黄金水道，占全线通航里程的 78％，沿线分布有 26 座全国文明城市、25 座国家

园林城市、13 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7 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2 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以及众多传统村落

和历史建筑。独特的城镇格局风貌和丰厚的人文资源，为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

沿线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的大运河特色知名文旅品牌尚未形成，文旅融合发展浅层化、碎片化、同质

化问题突出，新型文旅业态培育不足；各地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意识仍有待增强，区域间旅游资源整合和旅

游服务协作不够深入，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较为明显；文化旅游与相关产业的融合程度不够高，文旅资

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还需要加强和提升。

（四）区域协作联动系统性、协调性、有效性体制机制有待完善

大运河是一条永动的长河，文化带是一条流动的文化宝库，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需要市与市之间、县与

县之间、镇与镇之间协作联动。虽然江苏省成立了高规格的领导机构，但未能设立实体化的综合管理协调

部门，常态化资源整合和统筹协调仍然不够充分，文化带建设仍部分呈现割据式发展，各地区在文化展示

上没有互通有无，公共服务上没有实现共建共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上没有互联互通。同时，与沿线兄弟

省（市）互动合作不够深入，生态环保、航运水权等方面省际常态化沟通协作机制亟需加强；此外，涉及

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也不够密切，研究合作机制尚未建立，研究成果转化

和推广不够丰富。

二、江苏高品质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实施路径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落实新发

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要求，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大运河文化带和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战略定位，以“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使命担当，全力以赴做好大运河

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这篇大文章，责无旁贷扛起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的时代重任，持续推动全省

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走在前列。

（一）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统筹做好保护、传承和利用三篇文章

1.坚持全方位保护。严格执行相关国际公约和国家法律法规，站在历史、当代和未来的维度，以历史

的真实性为根本、以风貌的完整性为关键、以生活的延续性为抓手，综合考虑沿线资源禀赋、人文历史、

区位特点、公众需求等情况，明确差异化建设保护重点，特别是对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历史遗存的

系统性、全方位保护。



2.坚持活态化传承。在普查、抢救的基础上，对大运河沿线文物古迹等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计划、有

步骤地修复，让它们焕发生机、重展风采；深入实施大运河文脉整理研究工程，全面收集评估大运河历史

文化资源，对运河历史、运河文学、运河艺术、运河名人、运河故事、运河风情特别是运河精神等非物质

文化遗产进行系统挖掘、研究、整理，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通过多种方式广为传播和弘扬。

3.坚持可持续利用。以文化建设为引领，坚持合理适度原则，积极用好用活运河资源，带动沿线地区

经济、社会、生态等各项建设，使大运河文化带成为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软实力。推动成立中国大运

河学会，建好用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发挥专业机构、地方学术团体和社会组织等力量，打造与运

河相关的学科门类，增强当代人对大运河文化的学理认同、情感认同、行动认同。

（二）注重建设的整体性、关联性和协调性，积极融入国家重大战略

1.主动策应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拓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宏阔视野。大运河与中华民族的国运、文运

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工程，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倡议、长

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战略，在运河沿线关键节点上抛下战略之锚，解决好区域内实际存在的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努力实现运河沿线的城市间平衡、城乡间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文化发展

与人的全面发展平衡。

2.紧密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彰显家园建设的精神价值。沿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以家园建设为核心。

要加强沿线城乡空间格局的引导和管控，统筹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以及历史

文化保护控制线，保护传统文化生态，让运河两岸的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让运河儿女有充满希望的生产生活，有割不断的感情纽带，有记得住的田园乡愁，有深沉的精

神寄托。

3.在修复自然生态的同时，重构文化生态。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相互影响、相互支撑、共同发展。要

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在修复大运河沿线自然生态的同时，带动沿线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利用。

比如，加快推进运河沿线特别是淮安板闸遗址和洪泽湖大堤、扬州里运河故道高邮段、南京胭脂河古遗址

等遗址保护展示，宿迁水利遗址博物馆、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南通张謇博物馆等文博场馆，扬州大运河

非遗文化园、苏州非遗展示中心等非遗场馆建设，让千年运河焕发蓬勃生机。

（三）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打造美丽生态、精品旅游、信息智慧之河

1.打造美丽生态之河。与“美丽中国”“美丽江苏”建设有机结合，统筹推进水资源保护利用、生态基

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治理，重点推进中运河（徐州至宿迁段）、淮扬运河、江南运河（镇江至苏州段）、

通扬运河等重点廊道建设，充分展现运河船舶穿梭之美，活水清水灵动之美，堤岸绿影婆娑之美，流域田

园风光之美，建设令人向往的宜居福地、美丽家园。

2.打造精品旅游之河。依托沿线丰富的历史人文生态资源，推进一批独树一帜、具有标志性的文旅重

点项目，打造一批文旅示范区，推出一批精品文旅线路，培育一批有竞争力的文旅企业。重点推进淮安中

国漕运城、扬州高邮湖旅游度假区、常州中华纺织博览园、无锡伯渎河文化公园、苏州“平望·四河汇集”、

浒墅关运河文旅综合体、南京溧水胭脂河古遗址公园等特色文化载体改造提升项目，大手笔规划、高标准

建设，培育国际旅游品牌，打造国际精品旅游线路。

3.打造信息智慧之河。把握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深入推动 5G 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虚拟



现实、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在公园建设领域的应用，使运河文化“上云、用数、赋智”。大力发展运河

题材网络剧、网络音乐、电竞动漫、数字影视、数字出版、数字娱乐等新型业态，制作相关的专题片、短

视频或纪录片，推动古老运河重焕生机。

（四）健全完善体制机制，为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坚实组织保障

1.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跨层级、跨部门的沟通协调机制，加强资源整合和统筹协调，有力有效开

展建设。省各相关部门要坚持从大局出发，在省领导小组领导下，充分发挥职能，按照职责分工，强化政

策配套和集成创新，实行分级分类差异化保护建设管理，健全工作协同与信息共享机制。地方要落实党政

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的工作要求，加强组织领导。

2.完善运营机制。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首重保护，要强化保护底线，做到保护中发展、

发展中保护。比如，不同主体功能区都应突出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公益属性，对大运

河沿线优质文化旅游资源秉承一体化开发原则，建立健全政府部门、文博机构、文旅企业、社会组织和公

众参与保护建设的长效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建设运营。

3.广泛宣传推介。加大对全社会的宣传教育，深入解读大运河文化理念，大力宣传重要意义、丰富内

涵和进展成效，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良好氛围。比如，打造

线上展示平台，开通官方网站、微信、微博、手机 APP 等，充分依托报纸、书刊、广播电台等各类媒体媒

介以及开发数字传播产品等，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运河文化传播体系。

4.严格监督考评。把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纳入全省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建立健全督查

督办、协调会办、现场观摩、信息通报、问责追责等推进机制，确保各项任务按时按序推进、有质有效完

成。研究制定江苏省大运河建设标准体系，创建一批建设示范县（市、区），选树一批先进典型，持续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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