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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打造“千秋淮扬”文化高地

王冰

淮安市大运河文化带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

淮安是大运河文化带重要标志性城市之一。中办、国办印发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十余次提及淮安，将淮安

定位为“千秋淮扬”文化高地。

淮安市里运河文化长廊景区夜景 作者供图

近年来，淮安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

利用好”的批示精神，紧抓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战略机遇，围绕遗产保护、生态修复、乡村振兴、城市更新等方

面，启动实施了基本覆盖淮安全域的大运河百里画廊建设工程，致力打造“江苏大运河文化带精华空间、美丽淮安高质量建设

示范区、大运河沿线最美旅游目的地”，重现“壮丽东南第一州”繁华盛景。

焕发大运河文化遗产新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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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把文化遗产保护放在第一位。延续传统格局，展现传统风貌，植入公共文化功能，引导文化遗产从静态展示向开放、

公共、积极的多元业态转变，全景展示大运河百里画廊沿线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强化建章立制奠定保护基石。出台全国运河沿

线城市第四部、江苏省首部《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为保护运河文化遗产提供法律遵循。印发《关于全面推进考古前置

工作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保障。《泗州城遗址保护规划》获国家文物局批复。编制《淮安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规划》，将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内容独立成章。保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板闸遗址是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之后的重大考古发现，投入 2.7 亿元建设板闸遗址公园加以保护利用。先后开展两批历史建筑普查，设立统一展

示标识，对历史建筑进行挂牌保护。用好用活仁慈医院旧址、基隆东巷福音堂等文化遗产，活化解读工程，打造“扫码听故事，

文物有话说”品牌，运用科技手段使文物开口说话。大云山汉王陵博物馆对外开放，周桥大塘石工墙文物修缮展示，洪泽湖大

堤列入国家水利遗产。创新传播方式弘扬非遗文化。建成非遗展示厅，打造吴鞠通中医馆和南宋水工地下博物馆，导入地方民

族乐团，让运河沿线中医药文化、河工文化焕发时代魅力。举办洪泽湖大闸蟹节、盱眙龙虾节、蒋坝螺蛳节等节庆活动，全方

位展示地方特色风情。推动南闸民歌、淮剧、淮扬菜烹饪技艺等非遗进景区，非遗进里运河文化长廊景区成为江苏省首批无限

定空间非遗进景区示范项目。连续举办五届中国（淮安）大运河城市非遗展，推动大运河沿线融合交流。

展现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新面貌

大运河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重要的文化景观，更是大运河沿线城市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空间。坚持传承接续与创新发展

相得益彰，将生态修复、产业发展、宜居宜游作为重要使命，让全市人民充分共享发展红利，重塑城市复兴梦想。坚持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呈现生态之美。率先创建京杭运河淮安段绿色现代航运示范区，建成 7 处亲水平台，美化亮化 4

座桥梁，新建堤顶道路 14.1 公里，关停码头 11 座，搬迁企业 16家，完成 2万平方米沿线建筑物立面改造和 126 万平方米绿化

提升，拆除厂房、老旧民房、违章设施等约 11.35 万平方米，示范建设工作在全省处于标杆地位。提档升级洪泽湖古堰景区，

实施洪泽湖大堤核心段生态修复工程，蒋坝段一期工程竣工，二期工程启动建设。建设道路标牌、景区导视图等标识导览体系，

成功导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形象标识系统。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呈现生产之美。坚持“产、城、镇、人”融合发展思路，全

面对接全域旅游，优化沿线产业布局，强化区域和产业优势，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泰山百合园·爱园一期完成水系改造和 170

亩百合种植，华章·大角牧风特色田园综合体建成 6 个单体项目和高标准农田。华强方特东方欲晓主题园正式开园，熊出没主

题乐园完成 80%土建工程量。港口产业园加快建设，益海嘉里食品产业园主体开工，淮安新港三期、黄码、洪泽、盱眙港建设加

快推进。大运河淮安段航运发达，两淮段年货物通过量超 4 亿吨，淮安港 2022 年集装箱吞吐量达 47.3 万标箱，连续多年稳居

全省内河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呈现生活之美。持续完善城市功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国青少年思

政教育基地开放，御码头运河文化美食中心建成运营，板闸遗址公园基本建成。全长 172 公里的环洪泽湖公路全线基本贯通，

二河西堤堤顶道路一期工程、里运河文化长廊四行系统全面竣工，百里画廊沿线人民群众出行更加便利、休闲更多去处。清江

浦景区、御码头运河文化旅游中心获批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里运河文化长廊入选“水韵江苏·这里夜最美”网红打卡地

十佳夜景，“淮安大运河夜景游航线”入选全国 50 条水路旅游精品航线。

探索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新路径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是打造中华文化标志的重要内容。淮安市以大运河百里画廊建设为统领，探索创新大运河国家文化公

园运营体制、机制保障等，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淮安经验”。用科学规划引领工作实践。编制出台《淮安市大运河文化

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淮安市大运河百里画廊战略规划》和各县区子规划，补充完善道路通达、文旅融合、乡村振兴、洪

泽湖大堤文物保护、景观风貌和配套服务等专项规划，建成“1+1+N”规划体系。编制《大运河淮安段核心监控区国土空间管控

细则》，规范国土空间保护与开发利用活动。用实体机构推动落地见效。理顺上下关系，健全工作体系，组建淮安市大运河文

化带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印发“三定方案”，明确机构规格为正处级，成为全省首个市级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实体管理机构。

相关县区组建、明确专门机构具体负责辖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全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力量不断加大。淮安市成立全

省首家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实体管理机构和淮安市实施大运河“百里画廊”战略引领工程重现运河之都辉煌盛景两个案例，入选

全省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创新案例。用制度建设强化要素保障。坚持系统思维，凝聚建设合力，市人大常委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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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关于统筹推进大运河百里画廊建设的决定，为大运河百里画廊建设夯实法治支撑。围绕“一年搭框架、两年出形象、三年创

示范、五年展盛景”工作目标，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淮安市大运河百里画廊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实施“淮上四

卷·运河八园”8大重点项目、5项配套工程，进一步明确工作任务、时序进度、保障措施等，确保战略规划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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