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实习记者 陈 鹰

4月28日，京杭大运河百年来首

次全线水流贯通；6月24日，大运河

京冀段全线62公里实现互联互通；

6月27日，2022世界运河城市论坛

在江苏扬州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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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这

样叮嘱。

肇始于春秋时期的大运河，全长

近3200公里，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

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开凿至

今已有2500多年，是世界上距离最

长、规模最大的运河，承载了中华民

族生生不息、传承永续、多元一体的

厚重文化，集中展现了中华民族在国

家发展进程中的伟大智慧、坚强决

心、拼搏勇气和家国情怀。

进入新发展阶段，大运河在华夏

大地上书写着新的宏伟诗篇。为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

家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和大运

河沿线省（市），积极推进大运河文化

保护传承利用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大运河文化带、生态带、旅游带正在

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千里长河”泛起幸福涟漪

夏日清晨，几朵带着露珠盛放路

边的花儿，令高女士驻足良久。自从

去年搬到北京市通州区大运河森林

公园不远的小区，她每天早上和晚上

都会到公园里走一走看一看。

2019年10月，京杭大运河通州

城市段游船通航，高女士在朋友的邀

请下坐上了游船。这段11.4公里的

航程，就此改变了她的生活。看到沿

途通州奥体公园、运河文化广场、大

运河森林公园、运河商务区的旖旎风

光和建设场景，她决定把家从市中心

搬到这里，并在两年后实现了伴水而

居的心愿。眼前的景色令她心生感

慨：“记忆中的大运河是灰扑扑的，现

在的大运河多灵动。”对正在建设中

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高女士更是

满怀期待。

流动的大运河，不仅是幸福河，

也是致富河。大运河沿线有北京、天

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河南和安

徽八个省（市），东接“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西至“丝绸之路经济带”，由

北至南串起京津冀和长江经济带，

对沿线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起

到了巨大作用。数据显示，2021年，

大运河沿线八省（市）GDP总量占全

国46%。值得一提的是，多年来大运

河沿线八省（市）的文化产业增加值

占全国的比重一直保持在50%以上。

事实上，大运河沿线城市通过文

化遗产的活化利用，将丰富的文化资

源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由来已

久。千百年来，流淌的大运河汇聚八

方，积淀为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与文

明遗产，为发展文化及相关产业提供

了广阔空间。以浙江杭州为例，作为

京杭大运河的最南端和浙东运河的

起点，杭州拥有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

6个遗产点、5段河道，河道总长约

110公里。近年来，杭州市通过加强

对大运河沿岸的历史建筑、工业遗

存、特色街区的保护性利用，推动文

化创意、工艺设计、休闲旅游、高新技

术、电子商务等产业集聚，带动了区

域发展革新。在杭州大运河沿岸，汇

聚了A8艺术公社等众多创意产业

园，形成了产业体系完整的新型产业

集聚带。杭州“中关村”——运河智

慧网谷小镇，预计2024年全面建成，

可实现年产值500亿元以上。

“流动史诗”讲述动人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大运河文

化遗产保护同生态环境保护提升、沿

线名城名镇保护修复、文化旅游融合

发展、运河航运转型提升统一起来，

为高位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

用指明了方向。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大运河文化保

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以下简称

《规划纲要》），突出强调要深入挖掘

和丰富大运河文化内涵，充分展现

大运河遗存承载的文化，活化大运

河流淌伴生的文化，弘扬大运河历

史凝练的文化。

2019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长城、

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

案》，计划用4年左右时间，到2023

年底基本完成3个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负责人去年10月表示，建

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是传承中华

文明的历史文化标识、凝聚中国力量

的共同精神家园、提升人民生活品质

的文化体验空间。近两年，共安排中

央预算内投资超过10亿元，支持了

23个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建

设。2021年6月，位于扬州市的中

国大运河博物馆建成开放，为运河

城市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

有益探索和典型经验。

久久为功，只为运河文脉流淌不

息。在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故宫

学院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

看来，“今天我们有一个使命，就是讲

好运河故事，把运河文化、运河精神，

健康完整真实地传给子孙后代。”

传承着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文

明的大运河，不仅是推动发展的“黄

金水道”，也是文化交流的“友谊桥

梁”。日前，2022世界运河城市论坛

在扬州市举办，国内和国外运河城

市代表，国际著名运河所在国驻华

使节代表等400多位嘉宾在线上、

线下出席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

任杨洁篪表示，运河是人类创造的

伟大工程。本届论坛以“运河城市

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为

世界运河城市繁荣发展和中外人文

交流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议程注

入新的动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司司长

欧晓理表示，诞生于扬州的世界运河

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始终坚持以

运河为纽带，充分发挥世界运河城市

合作的桥梁作用，分享世界各地运河

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之道，促进全球运

河城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宣传全球

运河文化，讲述全球运河故事，已成

为世界运河城市合作沟通交流的平

台和品牌。

“美美与共”谱写时代新篇章

“要按照‘河为线，城为珠，线串

珠，珠带面’的思路，构建一条主轴带

动整体发展、五大片区重塑大运河实

体、六大高地凸显文化引领、多点联

动形成发展合力的空间格局框架，合

理划分大运河文化带的核心区、拓展

区和辐射区，打造大运河璀璨文化

带、绿色生态带、缤纷旅游带。”这是

《规划纲要》擘画的大运河发展蓝图。

2021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牵

头会同相关部门编制的《大运河文化

保护传承利用“十四五”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正式印发。

《实施方案》对《规划纲要》进一步细

化，提出到2025年，大运河沿线各类

文化自然遗产保护实现全覆盖，分级

分类展示体系基本形成，力争京杭大

运河主要河段基本实现正常来水年

份有水，绿色生态廊道基本建成，大

运河文化和旅游实现深度融合，“千

年运河”统一品牌基本形成，大运河

国家文化公园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华

文化的重要标志。

“深度融合”“统一品牌”，以此为

遵循，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

各地在大运河文化传承等方面进行

着探索——

唱好杭州、宁波“双城记”，是

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的重要指示。

2021年是《浙江省大运河世界文化

遗产保护条例》施行的第一年，宁

波、杭州联袂推出浙东运河杭甬对

话活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

世界文化遗产中心主任赵云表示，

杭甬对话活动的核心放在青少年参

与护河，实现了运河保护的代际传

承。在今年的活动上，杭甬两地联

合创作的主题曲《同一条运河》首次

唱响。

今年3月，《郑州市大运河文化

保护传承利用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实施方案》正式实施。该方案

旨在综合传承、保护、利用大运河，

“十四五”期间总投资约964.9亿元，

建设四大功能区，共有86个项目，将

大运河郑州段真正打造成为向世界

系统地展示“华夏文明之源、黄河文

化之魂、运河文化之美”的窗口。

4月11日，江苏省印发了《世界

级运河文化遗产旅游廊道建设实施

方案》。7月4日，首届澳门大学生

大运河文化主题实践活动在江苏扬

州开班，十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的

澳门籍大学生，考察参访淮安、常

州、无锡等地，深入了解中国大运河

水利、旅游开发、运河工业、文化遗

产等方面的知识，提升对祖国文化

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促进民心相通、

共融发展。

2022.07.08
星期五

重点推荐

守护沃土 无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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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稳大

局、破困局、开新局，坚持积极主动服务与严

格规范管理并举，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切实

做好保护资源、保障发展、维护权益、改革创

新等重点工作，各项工作亮点纷呈，奋力开

创了困境突围、全面转型、发力提升、争先创

优的崭新局面，为助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自然资源支撑和规划

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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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看浙江

□ 叶梦影

为贯彻落实浙江省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示范

区建设十大标志性成果之一的“浙江有礼”省域

文明新实践工作，今年以来，浙江省台州市温岭

市以入选省数字文化系统首批优秀应用为契

机，围绕“浙风十礼”评价体系，对“文明有礼”量

化赋分，实现该市文明有礼“一站式”管理，市民

“一键参与”，奋力打造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新

高地，努力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文明有礼“芯”生活应用曾获得浙江省委

宣传部领导批示2次、发文推广1次，台州市

经验推介3次；入选中央文明办《建设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指导手册》平台融通典型案例，

以及浙江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出版的《文明

密码》。

当文明创建赶上数字化浪潮，温岭在数字

化改革背景下构建文明有礼“芯”生活应用，交

融共生出瑰丽的画卷。

实现全域全员全面激励

聚焦全域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难点问题，温

岭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把群众需求作

为文明实践的指挥棒，及时了解、征集群众意

愿和治理需求，做到需求在哪里，文明创建就

到哪里。

对于群众需求，社会对文明有礼有定性要

求，而无引导系统，群众需要社会提供“精神共

富、文明有礼”的量化细化言行指导细则。群

众自发组织开展零散的文明实践活动，需要社

会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文明提升综合平台。

对于治理需求，政府各部门有对市民文明

有礼行为的零散数据分析，但未归集研判，需

要建立科学高效的研判机制，实现智慧治理。

同时，政府各部门对市民文明有礼行为有单一

反馈激励，但未实现全领域综合运用，需要将

有礼结果自动运用于社会生活和管理的各个

领域，实现全域全员全面激励。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明有礼“芯”生活应

用应运而生。作为一个以个人为核心、以家庭

为单位、以评价激励为抓手的综合文明实践平

台，该应用在已建的“阳光温岭”新时代文明实

践智慧云平台基础上迭代升级，围绕“浙风十

礼”评价体系，搭建文明有礼数智大脑，建设

“人人有礼”“家家尚礼”“处处讲礼”3个专栏，

形成评价反馈、引导提升、双向激励、再次提

升，以及数据分析、项目研判、建议触达、整改

反馈两大闭环，构建了数智研判助推社会治

理、文明服务精准触达、好家风月月争先的线

上线下应用支撑体系，实现了全市文明有礼

“一站式”管理、市民文明活动“一键参与”。

注重应用场景精准赋能

围绕“人人争当有礼代言人”目标，温岭聚

焦“精神共富 文明有礼”培育体系建设，由温

岭市委宣传部牵头，联合公安、法院、市场监

管、行政执法等29个部门及16个镇（街道），

建成“人人有礼”“家家尚礼”“处处讲礼”3个

子场景。

数字赋能文明创建
构建有礼“芯”生活

浙江温岭市动员人人争当
文明有礼代言人，努力实现精神
生活共同富裕

编者按：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

为加强系统性、全方位的遗产保护和文化展示，推动大运河文化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串珠成

链”“由线及面”推动大运河文化繁荣兴盛。自2019年起，国家推进实施大运河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整合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

源，实施公园化管理运营，实现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

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功能，形成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集中打造中

华文化重要标志，以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充分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久影

响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强大生命力。

从本期开始，推出“走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专栏，讲述大运河的遗产价

值以及沿线民众参与大运河保护、与大运河交融共生的故事，敬请关注。

千里共扬舲舲 讲述大运河的精彩故事
大运河文化带、生态带、旅游带正在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