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徐 军

“工作了几个月，我萌生了要自己创业的想

法，可是对于要干什么还一筹莫展。”江天琦是

一名应届毕业生，听说他想要创业，身边的一个

长辈给他推荐了“浙里办”App的“台创汇”应

用平台，提醒他创业并不是一拍脑袋的事情，先

要看看自己是否适合。

江天琦在“台创汇”应用平台上，率先对自

己进行了一次创业能力测评。他说：“综合能力

结果虽然并不尽如人意，不过创业导师在市场

把握、创业警觉等方面提了一些建议，我知道接

下来如何‘武装’自己，也摸到了创业的门道。”

创业服务“一键智达”、创业场地“一键入

驻”、创业信息“一键获取”、政策兑现“无感智

办”……“台创汇”作为一款专属于台州创业者

的创业综合服务数字化改革应用，致力于为创

业者提供全生命周期“一站式”智慧化服务。

打造“网上超市”，创业资源
“一站式”配齐

浙江省台州市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雯婷

表示，在前期调研中发现，大学生创业者在创业

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痛点、难点、堵点，缺乏

统一的创业服务平台，缺乏专业的创业指导，无

法全面、实施掌握创业扶持政策以及各类创业

所需资源的信息等。

这一系列问题如何破解？没有平台就为他

们创造一个：汇聚政府及社会创业服务资源，重

塑创业服务全流程，集成打造创业服务“网上超

市”。为支持大学生创业，今年6月28日，“台

创汇”数字化应用平台在“浙里办”App上架试

运行。

2020年，王伟从浙江中医药大学研究生毕

业，在中草药相关公司工作两年多时间，积累了一

定的经验后，今年上半年他有了自己创业的想法。

“创业需要场地、资金，可是身边并没有太

多资源。”7月初，一次偶然机会，王伟从台州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公众号上，看到了“台创

汇”创业综合服务应用。“‘台创汇’就像一个‘网

上超市’，把资源都展示在货架上。”王伟说。

7月14日，注册成立台州市枫晚林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在“台创汇”一键申请入驻台州大学生

创业园；7月28日，向就业服务中心申请创业担

保贷款资格认定，并获得台州银行30万元创业

贷款；成功预约就业导师张俊亮，了解疫情常态

化背景下初创企业如何降低经营成本和提高营

收能力的方法……在“台创汇”平台上，初次创

业的王伟“一站式”配齐了创业初期所需的所有

资源，接下来他要专心拓展业务，大展拳脚。

以全生命周期服务，提升创业
者获得感

王新渊是一名退伍军人，2019年4月，他创

办渊一日用品商行，前几天到台州市人力社保

局窗口办理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时，台州市就业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向他介绍了“台创汇”，并指

导他办理了在线申请。

在感叹在线办理创业担保贷款贴息便利的

同时，王新渊还发现了“台创汇”的更多“玩

法”。“我在线预约了就业导师，并报名参加了电

商平台创业论坛，向行业专家学习如何破解运

营难题。”王新渊说，这两年因为疫情业绩有所

下滑，他正尝试通过网络运营或者抖音直播平

台进一步拓展新的增长点，目前尚处在探索阶

段，希望能够多汲取些成功经验。

□ 本报记者 赵庆国

一线贯通南北，天堑变成坦途。

京杭大运河地势北高南低，虽

然联通五大水系，但水源始终是困

扰运河北段的一大难题。位于山东

省东平县境内的戴村坝，是一座闻

名于世的古代水利枢纽工程，它“遏

汶水使西，尽出南旺”，精巧地实现

了大运河南北水量的分流，600年

来稳稳占据京杭大运河南北中枢的

核心地位。毛主席曾赋诗一首，盛

赞戴村坝的伟大治水功勋：“七分朝

天子，三分下江南。长河船舟竞，两

岸秀桑田。”

今天的戴村坝，是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大运河构成之一，为世

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的重要遗产

点。它横卧于大清河与大汶河分流

的地方，似巨蟒，像长龙，巧妙解决了

丘陵地段运河断流的难题，保障船

只一年四季畅通无阻。

今年以来，大运河实现近一个

世纪以来首次全线通水。即使是在

被人们称作“死去的”黄河以北大运

河，随着4月28日德州四女寺枢纽

水闸的开启，也迎来了全方位复苏。

活着的文化遗产
流动的历史长河

大运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

之一，始建于公元前486年，包括京

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

三部分，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

东、江苏、浙江、河南和安徽8个省、

直辖市，是世界上开凿时间较早、规

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且

目前仍在使用的人工运河，是中国

古代重要的漕运通道和经济命脉。

京杭大运河全长1794公里，在

山东境内643公里，约占1/3。这

一段运河，正是元朝对隋唐大运河

“截弯取直”的结果。就这样，山东

一跃成为京杭之间南北运输的大通

道，从北到南依次穿越德州、聊城、

泰安、济宁和枣庄5市18县区。运

河沿岸，处处都有丰厚的历史文化

遗产，像戴村坝这样的文物古迹还

有很多。

德州因河而兴，在明朝一度成

为全国的四大粮仓之一。由于年久

失修，黄河以北的大运河大多淤

积。今天的南运河德州段，由卫运

河和南运河组成。南运河为半地上

河，是隋代永济渠的下游段，南起于

武城县的四女寺，北至德城区二屯

镇西北出山东，流程约45公里。

聊城境内的大运河，遗产丰富，

遗迹众多，被列入中国大运河世界文

化遗产名录的遗产点段就有8个。

会通河阳谷段南起张秋金堤闸，

北至阿城下闸北一公里，全长19公

里，分布有阿城上闸、阿城下闸、荆

门上闸、荆门下闸等遗产点。而临

清则在明清时期繁荣逾 500 年，

一度成为山东境内最大的商业城

市，运河钞关成为清政府最大的税

源之一。

泰安境内的大运河不长，但这

儿却有八百里水泊唯一的遗存东平

湖，还有大汶口文化发源地大汶

河。东平湖正是现在京杭大运河依

然通航的最北端。

济宁拥有山东省内最长的一段

运河，有会通河南旺枢纽段、小汶河、

会通河、微山湖等。大运河纵贯济宁

全境，为保障运河运道漕运畅通，元

明清三朝除建立一整套运河管理制

度与漕运制度外，还在济宁设立了治

运最高机构———河道总督衙门或

河道都察院之类高层统治机构。会

通河微山段的南阳古镇是目前大运

河上保存最好的古镇之一。

大运河自微山县的韩庄闸后，

就进入枣庄，这里有著名的台儿庄

古城。台儿庄段古运河，开通于明

万历年间，城区内的遗存主要有

3000米古运河河道、13座古码头、

960米古驳岸等，是山东境内大运

河旅游最火的景点之一。

千年文脉，传承永续。无论是

隋唐大运河还是后来的京杭大运

河，都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奋斗历程，

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大

运河穿越千年的繁华，哺育了山东，

也滋养了全国，既是“流动”的历史，

也是“鲜活”的文物。

黄金水道
通江达海

千里运河，穿行南北。近年来，

依托京杭大运河，山东积极创新求

变，推动新旧动能转换，通过建造港

口、疏通河道、开辟航线，加快推进

运河沿岸内陆港口通江达海、联通

南北。同时，加快文旅融合，实现了

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济宁推动运河航运转型提升，

加快内河项目建设，梁山港已经正

式通航并实现公铁水多式联运。目

前，济宁市已将京杭运河济宁段主

航道全面升级为二级航道，可通航

万吨级船队。同时，将散小港口统

合为主城港区、梁山港区等十大港

产融合区。梁山港通航一年来，单

月最高来煤量90.5万吨，单月最高

发运量94.09万吨，助力济宁港一

跃成为山东省内吞吐量最大的内河

航运港口，成了京杭大运河上“西煤

东输、北煤南运、南货北调”的大型

航运物资集散地。如今，古老的京

杭大运河正重新焕发生机，成为新

时代推动山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黄金水道”。

航运之外，沿线文旅产业的快

速发展，折射的也正是传承与保护

的辩证法。初秋时节，英雄的台儿

庄古城散发着别样的魅力。复建古

城时，当地将保存下来的古城墙、古

码头、古民居等历史遗产进行科学

修复，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这座城市

的脉络和痕迹。如今，沿着15公里

的水街水巷，游客可以乘船重温“商

贾迤逦，一河渔火，歌声十里，夜不

罢市”的繁荣景象。

运河印象渔灯巷，东至东顺路，

西至箭道路，南依台儿庄古城北护

城河，总占地面积约120亩。项目

按照国家4A级景区标准建设，涵

盖酒店民宿、演艺会展、康养休闲、

地方美食、国际名品连锁、创意工

坊、非遗体验等业态，着力将运河文

化元素有机融入街区规划。项目于

2020年2月开工以来，经过两年多

的紧张建设，一期区域已于7月16

日“开街”。

在“运河之都”济宁市竹竿巷，

“运河记忆”文化街区以水上游船的

形式，串联起老运河、仿古街区运河

南岸街步行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东大寺、省级历史文化街区竹

竿巷-太白楼街区、购物街区草桥

口及时尚购物广场秀水城等多种旅

游场景，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网红

打卡地。

从舟楫便利到文旅兴盛，从发

展经济到文化复兴，京杭大运河流

淌在山东的不仅有朝气蓬勃的发展

势头，更有齐鲁儿女踏实苦干的精

神风貌。沿着大运河看山东，一幅

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大省的

宏伟画卷正徐徐展开。

强化项目带动
加速培育产业

今年4月，山东省印发《大运

河国家文化公园（山东段）建设保

护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

划》提出，将按照“河为线、城为珠、

线串珠、珠带面”的思路，围绕运河

沿线5市，优化形成“一条文化主

轴、四类功能区、五大特色片区”的

大运河山东段国家文化公园总体

功能布局。

为加快建成大运河国家文化公

园，山东颁布实施《山东省京杭运河航

运污染防治办法》《山东省南水北调

工程沿线区域水污染防治条例》等系

列法规规章，以地方立法形式全面加

强大运河生态保护的规范和约束。

制定《大运河山东段核心监控区国土

空间管控导则》，明确大运河两岸

2000米的核心监控区以及1000米

范围的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要

求。开展大运河沿线文化遗产保护

法律问题研究调研，研究修订《山东

省大运河遗产山东段保护管理办法》。

根据《规划》，山东正在积极推

进实施五项重大工程——

一是保护传承工程。统筹文化

遗产及周边环境风貌、城乡建设、水

利航运、交通运输、产业发展等，一

体化推进保护工作，加快建设管控

保护区、主题展示区、文旅融合区、

传统利用区。启动国家文化公园非

遗项目寻访调研，实施“山东手造”

推进工程，振兴传统手工艺。

二是研究发掘工程。在山东省

社科规划年度项目申报指南中，增

加有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选题，推

出京剧《大运河》等优秀舞台艺术作

品，制作文化专题片《大河润齐鲁》。

三是环境配套工程。加大两岸

自然生态系统的修复治理力度，推

进水环境污染防治，加强城乡综合

整治，维护人文自然风貌。建立完

善四级“生态警长”制，实行“一河

（湖）一策”，强化岸线管控，健全河

湖监测立体防控体系。

四是文旅融合工程。推进资源

活化利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打造

特色鲜明、有影响力的国家文化公

园旅游品牌。聚焦产业发展，培育

大运河沿线7个文化旅游“雁阵形”

产业集群。

五是数字再现工程。推进资源

数字化、监管数字化、应用数字化。

今年以来，山东坚持把抓项目

作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重要支撑，

统筹实施一批生态环境修复、文化

遗产保护、文旅融合发展重大项目，

提升引领力、带动力。加强项目储

备，推动31个重点项目列入国家“十

四五”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项目

储备库，其中，包括13个大运河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项目。对入库项目及

时跟踪，做好服务保障，加大资金支

持。目前，已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

6000万元，集中支持聊城中国运河

文化博物馆改造提升等3个项目建

设。筹集5.17亿元资金推动运河航

道升级改造、14.33亿元支持运河沿

线5市水污染治理。用好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2021年以来，大运河沿线

5市37个文化旅游项目发行债券20

亿元，项目总投资171亿元。

目前，山东正在统筹大运河沿

线民俗文化资源，以骨干景区、特色

古城、文化集镇、民俗村落为节点，

串珠成线、连线成面，水上岸上互

动，形成特色文化沉浸式体验游，建

设集自然观光、文化体验、科普研

学、乡田野趣、体育休闲等功能于一

体，以自驾游、水上游为主题的文化

体验旅游廊道，打造全国大运河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样板、全国乡村振

兴样板和全国优秀传统文化“两创”

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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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多点发力奏响
粤黔合作共赢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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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贵州是内陆

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两地在经济链、价值链上具

有很强的相关性和互补性。招商引资一直是贵

州和广东在经济联系上的重要纽带。据了解，

自2019年11月起，贵州先后派出6批驻粤招商

工作队1300余人次赴广东省，对标当前贵州有

比较优势、产业特色和较高增长点的项目开展

招商，在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让广东

企业找到新市场、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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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船渔火贯南北 通江达海看山东
大运河山东段全长643公里，山东按照“河为线、城为珠、线串珠、珠带面”

的思路，致力于将其打造成为独具特色的“鲁风运河”

重塑服务全流程
集成打造“网上超市”

“台创汇”为创业者提供
全生命周期“一站式”服务

京杭大运河济宁段繁华的街景 薛明阳 摄

2022年4月，位于德州市境内的四女寺水利枢纽开闸泄水，标志着一个世纪以来京杭大运河首次全线通水。 （德州市发展改革委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