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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内容包罗万象，那么，规
划实施的当务之急是什么？有关专
家认为当前重点是提升大运河 （宁
波段） 沿线文化遗产保护和展示水
平，做好历史文化价值传承，主要
有以下工作：

开展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修复与
整治。全面修复大运河 （宁波段）
的浙东运河上虞-余姚段 （虞余运
河）、浙东运河宁波段、宁波三江
口 （含庆安会馆） 3 个世界文化遗
产点 （段） 和国家级、省级、市级
文物保护单位，建立分级分类保护
名录和项目库。推动建立世界文化
遗产点 （段） 及重要遗产点数字化
档案。建立并推行大运河沿线物质
文化遗产及周边环境风貌保护管控
清单，将大运河文化遗产、文物保
护单位及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文化
遗存纳入保护管控范围。

实施运河文化遗产基础研究，
包括推进镇海古码头遗址、句章城
遗址、上林湖越窑遗址、姚江水利
工程设施 （大西坝、小西坝、压赛
堰） 等与大运河紧密相关的重要遗
址考古调查发掘展示工作。加强宁
波运河、城区塘河文化研究，追寻

运河、塘河历史传承脉络，挖掘塘
河沿岸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加强
大运河文化传播研究，科学建立并
阐释运河文化价值，讲好“大运河
宁波故事”。

健全运河文化遗产管理体系。
大运河沿线涉及诸多产权主体，需
要跨区域、跨部门协调解决的事项
较多。为此要进一步完善大运河

（宁波段） 遗产保护管理委员会组
织架构，建立健全沿线区 （市） 大
运河遗产保护管理的常设机构，强
化项目、地区和部门间的沟通协
作，促进大运河管理涉及行业部门
实现数据联网、资源共享。建立对
大运河沿线区 （市） 和相关部门以
文化遗产保护为核心的考评任免机
制和奖惩机制。推动制定 《大运河

（宁波段） 遗产保护条例》，颁布
《大运河 （宁波段） 遗产保护管理
规划》。

建设大运河 （宁波段） 国家文
化公园；加快河海博物馆、天一阁
博物院扩建项目的建设；积极谋划
建设大西坝、小西坝、压赛堰三个
考古遗址公园，争取列入大运河国
家文化公园标志性项目。

四问：规划实施当务之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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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 （宁波段） 位于中国
大运河最南端，是中国大运河与
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大运河

（宁波段） 与自然江河与人工塘河
并行结合、复线运行，其因势取
舍 的 设 计 、 构 筑 理 念 与 航 运 方
式，在中国大运河体系中独一无
二，体现了宁波地区古代航运系
统的独特性。2014 年 6 月，浙东
运河上虞-余姚段 （余姚部分）、
浙 东 运 河 宁 波 段 和 宁 波 三 江 口

（含庆安会馆） 被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大运河 （宁波段） 正河
152 公 里 、 支 线 179 公 里 ， 合 计
331 公 里 。 沿 线 文 化 遗 产 内 容 丰
富，数量众多，历史跨度大，涵
盖 运 河 水 利 工 程 及 相 关 文 化 遗
产、运河聚落、其他运河物质文
化遗产、运河生态与景观环境、运
河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据统
计，大运河 （宁波段） 纳入世界文
化遗产点 （段） 有 3 处，数量为全
省六分之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河
段长度 34.4 公里，占全省遗产河道
的 10.5%；列入国家 《大运河遗产
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 的遗产保护
点 11 项；列入 《大运河浙江段遗
产保护规划》 的遗产保护点 9 项。
此外，大运河 （宁波段） 沿线共有
国家级文保单位 17 项，占全市的
54.8%；省级文保单位 49 项，占全
市的 56.3%。

大运河 （宁波段） 西自余姚入
境，向东经斗门、余姚城区、丈
亭、慈城、宁波城区至镇海甬江口
入海，空间距离有 100 余公里。大
运河 （宁波段） 的开凿与变迁对运

河城镇、运河村落的形成和发展有
着重大影响，承载着宁波 1200 年
的建城史，促进了运河聚落的经济
发展与文化交流，带来了宁波老
城、余姚古城、慈城古镇、镇海县
城、丈亭镇、高桥镇、骆驼镇、贵
驷镇、马渚镇、长石镇和半浦村
等 运 河 城 镇 和 运 河 村 落 的 兴 旺 ，
促成了城镇建设与运河水系的紧
密结合发展。从历史上看，沿线
运河聚落普遍是经济文化重镇，很
多曾是区域经济发展中心，有些仍
保留具有江南水乡特色的古建筑和
历史街区，大部分运河城镇至今仍
是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地位重要
的区域。

做好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
工作，有利于更好地传承我市丰富
的历史文化遗产，提升城市文化软
实力，为当好浙江建设“重要窗
口”模范生塑造文化内核；同时有
利于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等重
大开放战略，增强我市对外影响
力，为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
奠定战略优势。

我市依据国家 《大运河文化保
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 和 《浙江
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
规划》，研究制定了 《大运河 （宁
波段） 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
划》。该规划以大运河 （宁波段）
世界文化遗产为核心资源，范围
涉 及 海 曙 、 江 北 、 镇 海 、 北 仑 、
鄞州、余姚等区 （市）。规划实施
期 为 2020- 2035 年 ， 其 中 近 期 为
2020- 2025 年 ， 中 远 期 为 2026-
2035 年。规划展望到 2050 年。

一问：宁波运河文化家底知多少

大运河 （宁波段） 流经区域广
阔，沿线文化遗产内容丰富，数
量 众 多 ， 涉 及 数 千 平 方 公 里 地
带。如何保护才能兼顾流域经济
发展和运河文化保护？规划将大
运河沿线划分成三类地带进行分层
分类科学保护。

遗产保护地带进行最严格保
护，包括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遗产
区、缓冲区，各级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历史街区，以及各级文保
单位等。

在遗产区内，除文物保护和民
生工程建设需要，不得进行其他建
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
业。在工程建设中如果发现重要遗
址遗迹，工程要为文物保护让路。

缓 冲 区 为 遗 产 区 的 外 围 区

域。在这个区域施工，要提前报
请 文 物 主 管 部 门 进 行 考 古 调 查 、
勘 探 。 缓 冲 区 的 工 程 建 设 坚 持

“四不得”：不得建设污染大运河
遗产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
可能影响遗产安全及其环境的活
动；不得进行任何有损大运河遗
产历史环境和空间景观的建设活
动；不得修建风格、体量、色调
等与大运河遗产不协调的建筑物
或构筑物。

运河 （宁波段） 列入世界文
化遗产的河段两岸各 2000 米内的
核 心 区 范 围 划 定 为 核 心 监 控 区 。
核 心 监 控 区 要 纳 入 国 土 空 间 规
划，实行负面清单准入管理。两
岸各 1000 米范围划定为滨河生态
空间。

二问：广阔流域如何分类保护

根据总体战略定位，参照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保护规划等重要规
划内容，统筹运河沿线文化遗产保
护和城镇经济社会发展，大运河

（宁波段） 的空间发展格局设定为
“一脉三片多组团多线路”，进行特
色化发展。

在坚持大运河海丝文化主线的
基础上，331 公里的正河和支线分
成三个各具特色的片区。

浙东文化传承发展片主要涵盖
余姚市大运河沿线乡镇 （街道），
定位为彰显史前文明发源地和阳明
文化故里的传承特色。建设目标是
加强对余姚古城和武胜门等历史文
化街区的保护修复，以河姆渡考古
遗址公园、阳明故里周边历史文化
街区改造等为核心，加强西横河
船闸、斗门新、老船闸等沿河水
利水运工程遗产、运河聚落的保
护，积极研究推进部分河道交通
功能的恢复，集中展示大运河古
代科技创新遗存。挖掘浙东学术传
统及阳明心学内涵，加强阳明文
化、新石器时代文化、水利文化、
农耕文化、青瓷文化、粮仓文化等
的保护和展示。

河海文化创新发展片主要涵盖
江北区、海曙区、鄞州区沿河区
片。定位为彰显中国大运河和海上
丝绸之路文化交汇点的枢纽特色，
建设目标是加强对宁波古城和慈城

古镇的保护和修复，推进月湖等十
二大省级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加强
古会馆、古城门、古书院、藏书
楼、古县衙等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
和利用，深入挖掘商贸文化、妈祖
信仰、藏书文化、书院文化、慈孝
文化、仕林文化等特色海丝文化。
打通沿河公共亲水开放空间，推进
沿线步道、游船功能联通，塑造独
特的运河风貌。

海洋文化开放发展片主要涵盖
镇海区、北仑区沿河区片。定位为
彰显宁波港口和商帮传承古今开放
发展的硬核力量，建设目标是加强
宁波商帮、水下考古、港口历史的
挖掘与展示；做好镇海古城与镇海
口海防军事遗址的保持和活力复
兴，完善名人故居、学堂私塾、海
防军事、水下沉船等历史文化遗存
的保护和利用；深入挖掘宁波帮文
化、港口文化、科教文化、海防文
化等特色海洋文化。在传承、发扬
开放包容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一
步提炼发展全面开放的新时期海洋
文化。

此外，多组团包括特色文化旅
游组团、时尚文体和数字文化服务
组团、海洋赛事和休闲健身服务组
团、传统工艺产业组团。多线路包
括文明访古之路、古镇新貌之路、
海丝开放之路、浙东治学之路、山
水诗画之路。

三问：重点区域如何彰显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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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曙区高桥镇高桥村大西坝渡口。（周建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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