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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研究
1
 

王莹睿 陈诗琦 李明建 

宿迁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宿迁是全国唯一拥有大运河三个历史阶段不同主航道的城市，千年运河历史，给宿迁留下了丰富的文化

内涵和文化遗产。目前，宿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推进宿迁大运

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需要深入研究宿迁大运河文化、建设富有特色的宿迁大运河文化带、加快宿迁大运河文旅融

合发展、加强宿迁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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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作为全国唯一拥有隋唐通济渠、宋元明清黄河故道、清代中运河三个不同历史时期主航道的城市，蕴涵着丰富的运河文

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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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古为今用，

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中心的历史文化资源。”
[1]
这为保护传承利用大运河文化提供了行动指南。对宿迁而言，大运河是流淌的文

化符号，宿迁大运河拥有“保漕济运咽喉地，千里运河第一湾”的历史地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大运河，宿迁积极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深入挖掘大运河文化内涵并将其融入城市建设中，着力打造特色突出、内涵丰富的宿

迁大运河历史文化带。 

一、宿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现状和成效 

宿迁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目前，许多地区的大运河在内河运输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早已不同往日，但宿迁境内大运河仍

基本沿着历史航道，在航运、水利、景观等诸多方面一如既往地发挥着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宿迁许多重要的产业园区也分布在

大运河沿线。大运河宿迁段绵延 112 公里，滋养了西楚儿女，孕育了具有宿迁特色的运河精神和文化。为了更好地保护传承利用

大运河，宿迁人民上下一心，做出了许多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宿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现状 

为保障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的推进实施，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

利用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调动各方力量，健全体制

机制，激发内生动力，坚定信心，勇于担当，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把工作抓实抓好。宿迁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需要全体

社会成员共同努力，人民群众、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也要充分参与其中，与政府共同构建齐抓共管机制。 

1. 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优化治理体制机制 

2020 年 9 月 30 日，在宿迁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宿迁分院正式成立。2020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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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和中共宿迁市委宣传部主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宿迁分院承办了第二届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智库

峰会，数百名专家共商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问题，并就此开展热烈的学术研讨。2022 年 10 月 28 日，宿迁市人民政府颁

布了《大运河宿迁段核心监控区国土空间管控细则》（以下简称《细则》），对核心监控区分区和建成区划定依据进行了明确。值

得关注的是，《细则》在建成区中特地划分出了特色文旅镇区。这些都为宿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宿

迁市政府不断优化大运河治理体制机制，加强与大运河两岸群众交流互动，进行科学有效的规划，让各社会主体参与到大运河文

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中来，实现了大运河“活态”传承。 

2. 企业扎根当地，积极主动宣传运河文化 

2022 年 11 月 18 日，宿迁举办的“2022 中国·宿迁绿色产业洽谈会开幕式暨投资环境说明会”发布了 20 家重点产业链链

主企业名单，其中有半数企业都坐落在大运河宿迁段沿岸。大运河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十分可观的，而这些沿岸企业也没有忘记大

运河的恩泽，扮演起宿迁大运河文化宣传者的角色。企业运用当地民众的语言，不断加强与当地人民群众的沟通交流，积极参与

当地公共服务活动中，履行社会责任。为加大宣传，企业会定期邀请各界人士前来参观，也会走进当地学校、社区，举办各式各

样的活动进行宣传介绍。除此之外，在政府主导和市场引领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打造大运河这个“超级 IP”，在新媒体

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企业利用现代媒体进行宣传，创立自己的网络宣传平台，扩大宣传面，加大宿迁大运河文化的宣传力度。 

3. 民众主动参与，增强文化自觉 

2022 年 4 月 22 日，多名志愿者在京杭大运河宿迁皂河段沿线开展了河湖“护绿”专题志愿服务活动，并对群众进行宣传，

旨在保护好大运河这一“流动的文化”。大运河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又与现代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人民群众是大

运河的建造者、维护者，宿迁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离不开民众智慧、民众力量。民众主动参与宿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积

极宣传，以百姓视角讲述宿迁城市故事、运河故事，积极建言献策，自觉增强保护运河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宿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取得的成效 

为了更好地对宿迁大运河文化进行保护传承利用，宿迁市政府开展了大运河文化项目支持、文化传承研究、生态环境保护等

相关工作，形成了“政府主导，全员参与”的局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1. 重点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2022 年，宿迁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共安排重点项目 41 个，计划总投资 398.7 亿元，其中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名城名镇保护修复、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类项目占项目总数的近 2/3。除此之外，宿迁还加速推进了宿连航道整治工程一期工程、

运河宿迁港铁路专用线等 6 个运河航运重点项目建设。 

2. 加大文化研究力度，谱写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新篇章 

在文化研究和学术探讨上，宿迁下了很大的功夫，委托南京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收集了大量大运河宿迁段的资料，多次深入

进行实地考察，并邀请众多专家共同审议，最终编撰形成《宿迁运河史》。充分发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宿迁分院的作用，

积极开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重点课题研究工作，完成了 20 项年度重点课题申报工作和立项工作，并于 2022 年 11 月 18 日举办

了中国大运河文化讲堂宿迁专场，邀请江苏省内外专家学者开展专题研讨，为宿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共绘蓝图。在文化传承上，

修订了《宿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认定和管理办法》，对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申报进行了审查认定。值得

一提的是，宿迁申报的项王故里景区、非遗进筑梦小镇文化旅游区突破重围，成功入选了江苏省“无限定空间非遗进景区试点项

目”；选送的纪录片《最后的水上渔村》也在一众作品中脱颖而出，拔得头筹，荣获中国广播电视大奖和江苏省电视外宣彩虹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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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3. 环境整治不断强化，奖惩机制日益完善 

宿迁市开展了大运河饮用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建设大运河生态安全缓冲区和 490 余亩生态湿地复合净化系统，进一

步强化大运河沿岸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宿迁市始终抓紧抓实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为使宿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更加全

面和深入，宿迁制定出台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将财政政策与污染物排放总量挂钩，对生态环境质量进行划分并

对达标情况进行经济奖励，对破坏大运河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经济惩罚。 

二、宿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宿迁市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高度重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也

存在不足之处。 

（一）宿迁大运河文化研究力度有待加强 

2019 年 7 月，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江苏大运河文化带规划建设情况的报告》指出，全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存在的首要问

题是“运河承载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挖掘不够，大运河江苏段的文化脉络和历史内涵尚未理清”。与江苏其他运河沿线城市相

比，研究大运河宿迁段的期刊和文章较少，研究宿迁大运河文化的期刊和论文更是寥寥无几。宿迁拥有底蕴深厚且丰富多彩的运

河文化，对宿迁段大运河文化精神和现代价值等基础问题的研究不够充分、认识流于表面，
[2]
这会导致有关宿迁大运河文化的建

设缺少方向感。 

（二）宿迁大运河文化地方特色有待深化 

大运河文化“既包括凝聚了大运河开凿、贯通、疏浚等各种技术文化、管理文化，也包括不同历史时期发展创新的漕运管理

和漕运文化，同时还包括汇聚了中华内外的风土习俗、思维审美等的多元文化。”
[3]
近年来，宿迁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以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为中心，深入挖掘大运河文化内涵，全力打造“千里大运河宿迁集中展示区”。

目前，宿迁拥有地方特色的运河文化产业很多，但有宿迁元素和宿迁特色的文化产业、文化品牌、文化作品较少。宿迁境内有众

多明显带有大运河特征的遗存，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遗存、遗产的利用程度与宿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影响度紧密相

关，宿迁境内的遗存、遗产还需加以深挖和整理。 

（三）宿迁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有待优化 

2022 年 10 月 28 日，宿迁市人民政府颁布的《细则》，在建成区中特地划分出了特色文旅镇区。但从实践上看，文化和旅游

处于融合发展的初级阶段，相对于遗迹保护、非遗传承，文旅产业融合仍需进一步优化。2022 年 9 月 22 日至 25 日，第四届大

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在苏州举办，在文旅消费论坛现场发布的 2021—2022 年度江苏文旅消费热力榜中，宿迁仅有三台山国家森

林公园景区上榜，这远远不及江苏其他运河沿线城市。宿迁是一个正处于发展起步阶段的城市，各项文化产业都处于待建设阶

段。宿迁非常注重大运河文化带的规划建设，但能真正体现出大运河文化底蕴的旅游产品精品较少，具有一定知名度以及能吸引

外来游客的景点较缺乏，景区旅游纪念品缺乏大运河特色，难以实现宣传大运河文化的目的。
[4]
宿迁虽然每年都会增设许多与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相关的项目，但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方面，还需进一步优化。 

（四）宿迁文化保护与生态保护融合有待提高 



 

 4 

2022 年 4 月 14 日，国家生态环境部对外发布了一批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典型案例，其中发现宿迁一企业露天堆放大量磷石膏

和其他固体废物，严重危害大运河环境，且该企业早在 2018年就被群众举报过违规堆放磷石膏和向堆场排放污水等问题，两次

“挂号”督办仍未整改到位。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该企业负责人并未树立起生态保护意识，另一方面也与相关保护政策执行

不力有关。大运河宿迁段打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玉带，使得宿迁人民群众能够依托大运河来发展特色产业，进一步推动宿迁大运

河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如果过度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了生态保护，就会导致文化内涵遭到破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得不到满足，偏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三、宿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路径 

大运河首先是一条人工河流，它与自然环境、生态平衡、人居生活都有着亲密的关系。《纲要》提出，“做好运河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河道水系统治理管护、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城乡统筹协调等多个方面的工作”。这为推进宿迁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指明了路径。 

（一）深入推进宿迁大运河文化研究 

深入挖掘和丰富大运河文化内涵，是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的前提和基础。大运河宿迁段有深厚的历史积淀、

丰富的文化遗存。一方面，有因河而兴的水文化、酒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安澜文化等历史文化积淀，深入研究这些深厚

的文化底蕴，能为宿迁发展特色文化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另一方面，有工程建筑类、非遗类以及文献资料类等水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利用好这些珍贵的无法替代的文化资源，能加快推进宿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合理开发利用宿迁大运河文化遗产，让大运河

文化成为宿迁源源不断的文化源泉，挖掘大运河文化精神内涵，结合时代特点继承发扬大运河文化，让大运河文化在新时代赋予

新的文化价值。 

（二）建设富有特色的宿迁大运河文化带 

宿迁市委提出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作为宿迁市的特色文化符号，打造专属于宿迁的大运河文化标识。《纲要》提出，宿迁属

于中原文化高地建设范围，在江苏规划的四大文化片区中，宿迁被列为与徐州同属楚汉文化片区。因此，宿迁要打造专属大运河

文化标识，可以从楚汉文化入手。此外，宿迁还是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这三大运河流域中，唯一一个被授予“中

国酒都”之称的城市，利用好“中国酒都”这一名号来建设富有特色的宿迁大运河文化带。傍水而居的宿迁人民创造了种类丰富、

数量庞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苏北琴书、泗州戏、洪泽湖渔鼓舞等特色传统戏曲舞蹈，洋河酒酿造、钱集老鹅制作、乾隆贡酥

制作等传统食品制作技艺，将这些极具特色的传统技艺加以弘扬，如编创有宿迁元素、宿迁特色的大运河主题文艺作品，不断提

升宿迁大运河文化知名度,从而建设富有特色的宿迁大运河文化带。 

（三）加快大运河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宿迁市紧紧围绕“以文促旅、以旅彰文、文旅融合”这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方向和重点，打造一批文旅融合的优质项目。

宿迁市政府聚焦文旅融合，围绕大运河畔交相辉映的自然景观与文化遗存，着力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以重焕大运河往日活

力。历史上沿大运河宿迁段而建的乾隆御码头、御马路、大王庙、项王故里、宿预故城、桃园故城等 20 多个古建筑及古建筑群

展示着丰富多彩的民俗魅力，大运河沿线的皂河、仰化与郑楼也已成为世界运河文化城市合作组织认可的历史文化古镇。依托大

运河丰富的历史人文自然资源，打造一批宿迁大运河文旅融合示范点，推动宿迁生态生产生活与大运河文化融为一体，推动文化

和旅游融合发展，使大运河沿岸民众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精神状态越来越饱满。 

（四）加强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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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美的生态环境是宿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最根本的保障。因此，要强化生态空间管理，加强环境综合整治，构建生态文化传

播平台，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投入。大运河生态保护联动机制适应了人民群众对优质生态环境的需求，实现了大运河文化保护和生

态文明建设相结合。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关系。在深入挖掘大运河文化资源的同

时，要保护好大运河沿岸地区的生态文明，唯有依托优质大运河景观，灿烂大运河文化方能获得传承和弘扬。文化保护与生态保

护要融为一体，要进行整体性规划建设。优美的生态环境是大运河文化保护的强大推动力。生态环境保护的启迪，源于文化的觉

醒；生态环境保护的推动，得益于文化的自觉。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的成果，将在大运河文化的融入中得到提升。
[5]
 

大运河宿迁段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丰富的文化遗存。全面夯实宿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基石，仍需深入研究大运河文化内

涵，赋予大运河文化新的时代价值和地方特色，推进文旅融合。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与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相互促进，在人民群

众、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让宿迁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书写精彩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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