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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
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
成 ， 全 长 近 3200 公 里 ， 流 经 北
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
徽、江苏和浙江。

其中，位于中国大运河最南段
的浙东运河，北起钱塘江南岸的杭
州西兴古镇，向东南横穿绍兴、宁
波两市，于镇海汇入东海。这条通
江达海的黄金水道，贯穿了江南
2500 年的历史，也将杭甬两个城
市的文化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
长、浙江省考古学会会长刘斌认
为，大运河 （浙江段） 是中国大运
河中全线通航且至今仍在活化利用
的省段之一，承载着“千年古韵、
江南丝路、通江达海、运济天下”
的富有浙江特色的文化活力，孕育
形成了“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
放图强”的浙江精神。

“目前，杭州、宁波的大运河
遗产保护传承卓有成效。”浙江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所 一 位 专 家 表 示 ，

“通过省内多个城市合力，初步形
成了贯通浙东运河沿线的文化遗产
保护廊道，浙东运河文化大走廊初
步建成，大运河文化精品、文化产
业不断出现。”

唱好杭州、宁波“双城记”，
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的重要指
示。已连续举办两届的浙东运河杭
甬对话活动，正是这首歌里美妙的
音符之一。

在 2022 年浙东运河杭甬对话
专家论坛上，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
心主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
吕舟发来视频。他说，浙东运河通
江达海，连通内河航道和海上丝绸
之 路 ， 促 进 了 中 外 文 化 的 交 流 。

“如今，浙东运河首尾相连的城市
——宁波和杭州共同举办‘同一条
运河’线上直播活动，一起来讲运
河故事，做运河文章，这让我们再
次体验到绵延流淌、生生不息、历

久弥新的运河文化”。
吕舟认为，大运河 （浙江段）

已经成为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区
域，成为国土整治、地方高质量发
展的促进力量，成为促进中国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推
动 力 量 。

“ 保 护

好大运
河、传承弘
扬中华文明，是
我们共同的历史责任。浙东人民有
敏捷的思维、丰富的创意和无穷的
智慧，一定能够让大运河在新的时
代奔流向前，使璀璨的历史文明焕
发出更加绚烂的光芒”。

杭甬两个城市展开线上对话、
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守护大运河的做
法，让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
界文化遗产中心主任赵云赞赏有加。
他认为，社会参与已成为全球范围内
文化遗产保护的潮流和趋势，这次杭
甬对话把核心放在青少年参与护河，
通过广大青少年多元化的视野和表
达方式，真正把社会参与落到实
处，实现了运河保护的代际传承，
这样的做法值得提倡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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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甬联手弘扬浙东运河文化

记者 黄银凤 通讯员 杨晓维

运河贯南北，文脉承古今。大运河千年流淌，波光

云影中，映射出中国历史文化的厚重、壮美和辉煌。

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名录。在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中，大运河

（宁波段） 自西向东的“浙东运河上虞—余姚段”“浙东

运河宁波段”“宁波三江口”三个遗产区赫然在列。宁波

作为中国大运河出海口、海上丝绸之路启航地，从此跻身

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行列，拥有了厚重的世界级文化名片。

今年6月22日，是中国大运河成功进入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8周年的特别日子。当天，2022年浙东运河杭甬

对话盛会，作为第二届浙江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宣传周的

系列活动之一，在宁波江北慈城、杭州萧山衙前这两个充

满特色的运河聚落同步举办。国

内知名文博专家和杭甬两地学者在

“云端”相聚，研讨在新时代复活

“运河千古情，江南盛世缘”的话题。

如何深入挖掘大运河 （宁波段） 的

独特文化价值？如何开展群众喜闻乐见、

参与体验性强的运河民俗活动，集中呈现大

运河 （宁波段） 世界文化遗产的动人魅力？如

何与杭州、绍兴等城市联手，进一步凝聚全社会

的力量、守护同一条运河？如何在高质量推进大运

河文化带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贡献宁波

力量？记者就此进行了一番采访。

站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的新起点上，如何深入挖掘大运河
承载的深厚文化价值，助推共同富
裕？如何探寻运河遗产与城市共生
的路径？

刘斌说：“大运河奔流千年，
杭甬双城携手共进，如何通过打造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典范，
在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中，树
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浙江
案例，探索‘奔流竞富’的杭甬实
践，这是我们当下重要的研究课

题。”
傅峥嵘表示，大运河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的浙江案例，不仅要有家
国情怀，还应该有人间烟火气。他
说：“让群众能在杭甬运河国家文
化公园中邂逅多元的生活方式，应
是我们始终的价值追求。大运河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不仅仅是运河城
市提能升级的重大契机，更是改善
民生、服务民生的重大机遇，关键
是要让广大群众享受文化公园建设
带来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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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运河遗产与城市共生的路径

“大运河 （宁波段） 是自然江
河与人工塘河并行结合、复线运
行，在整个中国大运河体系中是
独一无二的，充分体现了宁波地
区古代航运体系的独特性。”宁波
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副院长江怀
海自豪地说。

“大运河 （宁波段） 以其自然江
河与人工塘河并行结

合、复线运行、因
势取舍的设计理
念与航运方式，
体现了中国古代

‘天人合一’的至
高 理 念 。” 2022
年浙东运河杭甬
对 话 专 家 论 坛
上，来自杭州分
会场的浙江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文
化遗产监测研究
室主任傅峥嵘提
出，“宁波的大

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建 设 应 紧 扣 这 一 特

色，通过水利、潮汐和
航运联合展示的方式，再

现‘天工人巧，各居其半’
的运河线路规划的科学性。”
据江怀海介绍，近年来，宁波

高度重视运河保护、开发和利用，
创造性地提出“一脉三片多组团多
线路”的空间发展格局，同步推进
水利水运、沿线交通、遗产保护、
文化传承、生态建设系列工程，打
造了一条“林水相依、绿廊相连、文
脉相承”的大运河绿色长廊，实现了
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多赢共享。

宁波明确提出打造大运河国家
文化公园，目前正在加快河海博物馆

建设，同时积极谋划大西坝、小西
坝、压赛堰三个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宁波三江口核心展示园、浙
东运河集中展示带已经被列为国家
级核心展示园和国家级集中展示
带，目前我们正在积极谋划三江口
核心展示园详细规划，以展示大运
河 （宁波段） 河海联运、通江达海
的魅力。”江怀海告诉记者。

另据了解，宁波塘河文化公园
已经进入布展陈列阶段，不久将对
社会开放。届时，一个以“塘河记
忆、运河风情”为主题，集塘河文
化展示、非遗文创体验、工艺美术
展览和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公共文化
空间，将成为人们共享运河文化建
设成果的新去处。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
长、浙江省考古学会会长刘斌认
为，大运河 （宁波段） 各遗产点
段、沿线文保单位保持了较高的原
真性和完整性。慈城荣获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
奖”，它山堰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
遗产名录。宁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类型丰富、质量较高，越窑青瓷烧
制技艺等一批非遗项目，通过历史
经典产业、特色小镇等发展模式和
载体，得以有效传承利用，在全国
形成示范效应。

“我们将立足大运河 （宁波段）
无法取代的地理优势和特色鲜明的
枢纽作用，积极发挥我市地处中国
大运河通江达海‘最后一公里’的
区位优势，充分发挥大运河 （宁波
段） 世界文化遗产与海上丝绸之路

‘双廊道’交织的文化优势，构建
大运河展示主题及文化标识性项目，
助推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建设。”宁波
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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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杭甬杭甬““双城记双城记””怎么唱怎么唱？？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怎么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怎么建？？

看浙东运河文化传承中的宁波力量看浙东运河文化传承中的宁波力量看浙东运河文化传承中的宁波力量看浙东运河文化传承中的宁波力量看浙东运河文化传承中的宁波力量看浙东运河文化传承中的宁波力量看浙东运河文化传承中的宁波力量看浙东运河文化传承中的宁波力量看浙东运河文化传承中的宁波力量看浙东运河文化传承中的宁波力量看浙东运河文化传承中的宁波力量看浙东运河文化传承中的宁波力量看浙东运河文化传承中的宁波力量看浙东运河文化传承中的宁波力量看浙东运河文化传承中的宁波力量看浙东运河文化传承中的宁波力量看浙东运河文化传承中的宁波力量看浙东运河文化传承中的宁波力量看浙东运河文化传承中的宁波力量看浙东运河文化传承中的宁波力量看浙东运河文化传承中的宁波力量看浙东运河文化传承中的宁波力量看浙东运河文化传承中的宁波力量看浙东运河文化传承中的宁波力量看浙东运河文化传承中的宁波力量看浙东运河文化传承中的宁波力量看浙东运河文化传承中的宁波力量看浙东运河文化传承中的宁波力量看浙东运河文化传承中的宁波力量看浙东运河文化传承中的宁波力量看浙东运河文化传承中的宁波力量看浙东运河文化传承中的宁波力量

新闻1+1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党中央、国务
院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是国家推进实

施的重大文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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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勒出

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路
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也

就在这一年，为保护大运河
文 脉 、 彰 显 运 河 文 化 魅

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的 “ 核 心 工 程 ” ——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应 运 而 生 ， 旨 在
“ 建 设 一 批 国 家

文 化 公 园 ， 成
为 中 华 文 化

重要标识”。

2021 年，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印发了 《大运河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指出大运河国
家文化公园的未来发展方向：整合大
运河沿线 8 个省市的文物和文化资
源，按照“河为线、城为珠、珠串
线、线带面”的思路，优化总体功能
布局，加大管控保护力度，加强主题
展示功能，促进文旅融合互动，提升
传统利用水平，推进实施重点工程。

2021 年 5 月，宁波市委办公厅和
市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 《大运河 （宁
波 段） 文 化 保 护 传 承 利 用 实 施 规
划》。《规划》 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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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提出“启动
建设大运河 （宁波段） 国家文化公园
工程”。 （黄银凤 整理）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背景、意义与进程

位于三江口的庆安会馆位于三江口的庆安会馆，，是大运河是大运河 （（宁波段宁波段）） 的附属遗存的附属遗存。。（（杨晓维杨晓维 供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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