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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大运河文化遗产“活起来”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

千里绿堤千里绿堤缀缀明珠明珠

上连京津，下接鲁豫。大运河河

北段全长530公里，流经廊坊、沧州、

衡水、邢台、邯郸及雄安新区等地21

个县（市、区），是大运河颇具北方特色

的文化瑰宝。目前，河北段沿线有重

要价值的运河本体遗存遗址30处，南

运河沧州—衡水—德州段、谢家坝和

华家口夯土险工“两点一段”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

为了保护、传承和利用好各类文化

遗产，河北省制定了《河北省大运河文

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并编制配

套实施方案，构建起“1+6+1”省级规划

体系。以文化为引领，运河两岸散落的

文化遗产正在重拾、擦亮、串联，将打造

起燕赵文化新高地。

大运河廊坊段
全线旅游通航

6月26日，大运河北运河廊坊段全

线旅游通航。同日，大运河北京段40

公里河道迎来全线旅游通航。

“刚刚坐上游船逛了一圈，非常舒

爽。”香河县谭庄村村民谭德山告诉记

者，谭庄村就在北运河王家摆大桥西

岸，是运河通航的直接受益者，运河通

航后将造福这里的沿岸村街，村民可以

在码头边上种农家菜、搞农家乐，吸引

游客来休闲度假、观光游玩。

据介绍，香河县确立了“京畿首驿·

如意香河”的最新旅游形象定位，全力

打造北运河文化旅游带，构建以北运河

为轴心、带动全县全域旅游发展的总体

格局。

河北水岸潮白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香河分公司已完成香河县北李庄村水

岸潮白田园综合体项目开发建设。该

公司副总经理周新说，随着运河廊坊段

的顺利通航，越来越多的京津冀游客将

更加关注香河，公司将抓紧对景区提档

升级，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景区一日游、

两日游产品。

“随着廊坊段与北京段同步通航，

滨河生态景观和沿线文化风情魅力将

更加凸显，香河运河旅游品牌将叫响京

津冀，大大带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香

河县文广旅局副局长赵爱称，该县计划

通过5到10年的发展，带动香河全域

旅游年人数提升至约1200万人次，年

旅游总收入提升至约60亿元。

立足于讲好大运河故事，香河县

还成立了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积极修

复北运河相关遗址，完成了金门闸遗

址修缮保护工程，将运河文化与农耕、

民俗、美食、工业、手工业等文化资源

有机结合，培育壮大了“两河”（北运

河、潮白河）生态、皇家文化、影视制

作、农业观光、工业体验、乡村民宿等

七大文化旅游品牌，打造10余条精品

旅游线路。

文化和生态密不可分，更和产业、

旅游等紧密相连。随着北运河廊坊段

的旅游通航，大运河河北段适宜河段旅

游通航未来可期。“根据相关规划，到

2025年，适宜河段将实现旅游通航。

届时，正常年份将全线有水。”河北省发

改委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明年有望实

现京冀大运河互联互通。

“1+6+1”建设
“千里长堤绿廊”

为统筹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

利用工作，河北省先后出台了1个实施

规划、6个专项规划和1个景观风貌规

划，“1+6+1”规划体系已基本建立。

《河北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

实施规划》于2020年1月8日，以省委

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实施。

主要明确河北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

方向、目标和任务，推进保护传承利用

工作。同时为了加强相关领域的工作，

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在落实国家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河道水系治理管护、生

态环境保护修复、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4个专项规划的基础上，增加了交通体

系建设和土地利用两个省级专项规划，

由省直有关部门印发实施了6个专项

规划及实施方案；此外，为了指导沿河

各市县景观和建筑风貌规划设计，还专

门编制了《河北省大运河整体景观和建

筑风貌规划》，以上共同构建了河北省

“1+6+1”的省级规划体系。

根据规划，到2025年，各类文化

遗产保护实现全覆盖，大运河河道水

系正常年份全线有水，河道生态水量

得到基本保障，河道水生态环境明显

改善，适宜河段实现旅游通航。绿化

生态廊道建成，建成一批代表运河特

色文化的旅游示范项目，形成河北省

大运河文化旅游统一品牌。到2035

年，河北段大运河文化遗产实现科学

保护、活态传承、合理利用，生态环境

根本改善，文化旅游品牌影响力显著

提升，河北省大运河文化带作为文化

生态发展走廊全面建成，与大运河沿

线各省（市）共同打造形成世界知名

的“千年运河”文化旅游品牌。

《河北省大运河整体景观和城市建

筑风貌规划》是河北省大运河规划体系

“1+6+1”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河北

的一个鲜明特点。规划编制的主要目

标是希望通过对大运河沿线景观和建

筑风貌的管控与提升，凸显大运河河北

段的风貌特色，打造文化遗产魅力集中

彰显、自然生态景观宜人舒适、沿线城

镇活力特色鲜明的河北段大运河整体

形象。

规划深入研究河北段大运河历

史景观特色、现状情况特点，在整体

景观方面，提出建设“千里长堤绿

廊”，整体塑造原真自然、景致优美的

大运河河段，展现“蜿蜒壮丽、雄浑大

气”的河北段大运河景观特色。在沿

线景观方面，提出塑造“燕赵风韵、古

今同辉”的城镇村风貌，彰显河北传

统建筑风貌特色，延续历史文脉，同

时体现新时代面貌精神。规划对大

运河沿线 2 公里范围内的河道、河

堤、土地利用、文化遗产、城镇、乡村

及设施等7大类 24项景观风貌要素

提出提升方案与改造措施。

在空间格局上，突出五大精华片区

景观特色。其中①廊坊香河段重点体

现“京畿辅卫”景观风貌；②雄安新区白

洋淀及廊坊霸州文安大清河段重点体

现“水乡风韵”景观风貌；③沧州市区及

吴桥段重点体现“侠武商贸”景观风貌；

④沧州东光及衡水景县故城段重点体

现“世界遗产”景观风貌；⑤邢台清河临

西以及邯郸馆陶大名段重点体现“古都

家园”景观风貌。

同时，规划还围绕“一段最美运河、

一城运河繁盛、十余故城古镇、百余水

岸乡村”等重要节点详细刻画。

京津冀协同
重现运河活力

大运河对天津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运河漕运的兴起是天津兴起的重要原

因。日前，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在

“打造杨柳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杨柳青大运河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方案已经天津市委、市政府

专题会议审议通过。杨柳青大运河国

家文化公园位于千年古镇杨柳青，规划

占地面积2800余亩，分为历史名镇、元

宝岛、文化学镇等3个板块，共投资52

亿元。

为落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这一国

家战略，京津冀三地相继制定了各自的

大运河保护建设实施规划和行动计划，

而三地的合作也日趋密切，有力推进了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历史上大运河就

是京津冀经济人文的重要纽带，京津冀

应打造协同统一的运河文化品牌。”天

津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靳方华建

议，应融合三地文化资源，规划建设京

津冀运河带全域旅游体系。

早在2017年，京津冀三地就成立

了“通武廊”文化和旅游合作联盟，4年

里，通州、武清、廊坊的文化旅游主管部

门强化责任担当，从实施文旅协同到共

建北运河文化带，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发

展活力。在去年11月举行的“通武廊”

（廊坊）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上，三

地共同签署《“通武廊”运河文化保护传

承利用交流合作机制》，联合发布《北运

河文化旅游创新发展·廊坊宣言》，三地

表示将共同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

国家文化公园和北运河旅游通航等重

点项目建设，加快北运河文化旅游融合

发展进程。

2020年9月，由京津冀三地文化

和旅游部门联合举办的非遗作品联展

亮相河北沧州大运河生态修复展示

区，北京盛锡福皮帽、天津泥人张彩

塑、雄安新区安新芦苇画等来自京津

冀三地的186个特色非遗项目以线上

线下联展形式集中展示大运河文化盛

景；同年底，北京还聚合了大运河北京

段沿线7个区的资源，举办北京大运

河文化节，通过公众参与、非遗活动、

专题展览、云端展示、学术讲座等39

项主题活动，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

展，吸引全社会参与到大运河文化遗

产的保护与传承中。

京津冀三地水务部门表示，北运河

通航工程是京津冀北运河水务协同发

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通航后，这里

不仅将打造京津冀旅游通航发展新格

局，更将成为三地协作治理大运河的典

范。三地打破行政区界，以流域为单

元，共同推动大运河综合治理，从治理

水质、清理河道、恢复生态着手，在保证

防洪的前提下，还对堤、林、路进行全面

提升。

“十四五”期间，大运河京津冀段

还将承载更多生态建设内涵。对此，

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中央常委骆沙鸣

建议，京津冀应以北运河生态廊道为

主线，整体规划建设京津冀城市绿色

廊道连接线，因地制宜开展森林城

市、森林乡村、湿地城市、海绵城市创

建工作，构建“林水相依、林水相融、

蓝绿交错”的自然生态系统，打造京

津冀国家级森林城市群。

随着北运河治理的推进，环境逐步

改善，大量野鸭等水禽在运河及两岸栖

息。刘绍棠笔下游鱼成群、水鸟齐飞的

运河景象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综合新华社、中新社、光明日报、
长城网等报道）

“它们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

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

惠，以及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

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

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

遗产不断得到体现。”中国的大运河作为标

志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遗产，集中体

现了这一特点。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

“魂”，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建设国家

文化公园，是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创新之举。作为中华民族独一无二

的、承载着最深层文化记忆的符号，大运河

具有强大的文化感召力和包容性，蕴含着

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密码，必将成

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富矿。

文化公园核心是“文化”，但又不仅仅

涉及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同时还涉及河道

水系治理管护、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文化和

旅游融合发展等内容。大运河河北段河道

遗址完整、遗产资源丰富，对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河北省在沧州市区北部建设中国大运

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园，就是打造文化高

地的重要举措之一。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

化遗产公园是经批准建设的国家级公园，

项目总面积约3700亩，由园博园、中国大运

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沧州大化工

业遗产提升改造区构成。该公园既是中国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大运河沿线8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

展示地。

为打造大运河文化旅游品牌，北京通

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正积极创建北京

东部唯一 5A 级景区，力争 2022 年底达到

国家评定标准。作为协同发展的关联纽

带，京津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拓展了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内涵，有助于京津冀协同发

展新格局的形成，也将助推雄安新区的规

划建设。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同时也是一

项重大文化惠民工程，所以，在规划建设和

管理利用中需要汇聚民智、发动民力，鼓励

各类社会力量在政府主导、引导下参与其

中，形成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管理

的各方合力。我们有理由期待，在各方共

同努力下，大运河文化公园河北段，千年北

运河焕发新生机。

（综合新华社、光明日报、长城网等
报道）

大运河逶迤蜿蜒，在大地上画出美丽的

“七曲八弯”。 记者 崔上 摄

2021年7月23日，在沧州市运河区“大运河文

物收藏展”上，运河区文旅局工作人员为小学生讲解

运河里出土的瓷片。 傅新春/视觉中国

20212021年年66月月2626日上午日上午，，在在香河县旅游中心码头香河县旅游中心码头，，随着几艘满载游客的游轮缓缓地开进运河主航道随着几艘满载游客的游轮缓缓地开进运河主航道，，标志着京杭标志着京杭

大运河北运河大运河北运河香河段全线实现了旅游通航香河段全线实现了旅游通航。。 牛宝森牛宝森//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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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为线、城为珠、珠串线、线带面”——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近日印发《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要求整合大运河沿线资
源，深入阐释大运河文化价值，大力弘扬大运河时代精神，加大管控保护力
度，加强主题展示功能，促进文旅融合带动，提升传统利用水平，推进实施
重点工程，着力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为新时代宣传中国形象、展
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亮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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