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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运 河 申 遗 之 后 ， 新 的 命 题 已 经 提 出 ：
充 分 挖 掘 大 运 河 的 文 化 品 牌 价 值 ， 完 善 沿 线
文 化 旅 游 功 能 ， 适 度 开 发 航 运 资 源 ， 让 大 运
河 更 多 地 融 入 城 市 发 展 ， 融 入 百 姓 生 活 ， 将
大 运 河 打 造 成 宁 波 城 市 的 重 要 文 化 标 识 和 亮
丽名片。

《办法》 要求，市和大运河遗产所在地县级
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大运河遗产的历
史、科学、艺术、文化等研究，提炼，发掘大运
河文化价值，推进大运河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建立完善大运河遗产展示体系，按照相关规
划要求，推动大运河遗产博物馆、展示馆和遗址
公园建设；遗址公园建设可以依托河姆渡、压赛
堰、大西坝、小西坝等遗址开展。

此外，推动与大运河有关的妈祖信俗、越窑
青瓷、船模艺术、十里红妆等非遗的保护传承与
利用。鼓励依托甬剧、姚剧、四明南词、宁波走
书等传统戏剧、曲艺，开展大运河特色剧目创作
生产。支持创作生产和宣传推广以大运河文化为
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广播电影电视节目、旅游
公益广告、动漫游戏等。

“ 《办法》 还要求，做好大运河旅游资源的
挖掘整合工作，开发好优质旅游产品，打造河海

融合的文化旅游品牌，通过创建研学实践教育
基地、开展各种交流活动等，强化传承利

用，让群众共享大运河文化之富。”
江怀海告诉记者，这些

努力已经取得了初步
成效。眼下 ，

宁波三江口展示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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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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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河海博物馆筹建工作进展顺利，宁波
塘河文化公园已经对社会开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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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成果的文
旅新去处。

而庆安会馆已经成为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生
动案例。

“作为宁波近代传统建筑的代表，庆安会
馆 价 值 重 大 、 内 涵 丰 富 ， 蕴 含 着 以 大 运 河 和

‘海上丝绸之路’为载体的河海文化、以近代
商帮聚谊为内涵的会馆文化、以妈祖信俗为代
表的浙东海事民俗文化，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宁
波人。”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副院长林
国聪告诉记者，庆安会馆借助博物馆资源和古
建 筑 优 势 ， 利 用 “ 微 文 物 ” 体 现 “ 大 文 化 ”，
让市民在家门口探寻宁波“运河”与“海丝”
交汇的特有文化。

据悉，庆安会馆常设展提升改造项目正在紧
锣密鼓地推进中，将以全新的设计思路、丰富的
展陈展项、多样的区域划分、包容的文化表达来
装点这座传统建筑。不久的将来，在朱木金漆和
白墙黛瓦的交相辉映中，庆安会馆将以古老而年
轻的丰姿，奏响新时代河海交汇的新乐章。

开发好大运河价值
融入城市发展，融入百姓生活

宁波出台大运河保护新规，有何深意？
3月31日，第269号宁波市人民政府令印

发公布《宁波市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实
施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该 《办
法》自今年6月22日起正式实施。

今年 6月 22日，是大运河成功列入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9周年的特别日子。

2014年 6月 22日，大运河 （宁波
段） 列入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作
为中国大运河南端出海口与“海上
丝绸之路”东亚地区重要节点的宁
波，由此成功跻身世界文化遗产城
市行列。

《办法》 的公布，对大运河
（宁波段） 来说，将是一个新的
重要节点，意味着大运河 （宁
波段） 的保护、传承、利用将
进入历史新时期。

作为宁波唯一的世界文化
遗产，如何统筹做好保护、
传 承 和 利 用 大 运 河 这 篇 文
章？在“保护第一、加强管
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
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
物工作方针下，怎样探索大
运河文化遗产价值阐释与活
化传承新路径、着力擦亮大
运河这块金字招牌、助推宁
波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建设？
记者就此进行了一番采访。

“我市此次以 《办法》 修订出台为契机，建
立起大运河文化保护利用传承体系，充分展示宁
波大运河一头连着运河文明、一头通往海洋时代
的 文 化 特 质 ， 让 大 运 河 历 史 文 脉 展 现 时 代 光
彩。”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副院长江怀海
告诉记者。

运河贯南北，文脉承古今。波光云影、千帆
过尽的大运河，承载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厚重、壮
美和辉煌。

在中国大运河的最南端，滔滔大运河与浩浩
东海连接处，矗立着一座历史悠久、人文荟萃、
闻名中外的港口城市——宁波。这里既是中国大
运河的终章，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序曲，兼
得通江达海之宜，坐拥南来北往之利，自古以
来就是我国东南沿海水路运输的重要枢纽和内
外交流的繁华商埠。

那么，具有“千年古韵、江南丝路、通达
江海、运济天下”四大特色的大运河 （宁波
段），在新时代如何复活“运河千古情，江南盛
世缘”？我们不妨从大运河 （宁波段） 的历史沿
革中找寻答案。

“枕江而治，纳海而行，融江海而兴盛”的
港城发展史，在赤霞青烟中拉开帷幕。春秋战
国时期辟句章港，可视为序幕。

进入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
使甬江和钱塘江通过浙东运河的交通运输业快
速发展，加之明州港口的发展，与日本、朝鲜
及南洋诸国的商来客往更加频繁。

通过水利建设与治理，明州境内初步形成
以“三江、一河、四湖”（三江、南塘河、东
钱 湖 、 日 湖 、 月 湖 、 广 德 湖） 为 主 的 水 系 结
构。

宋 元 时 期 ， 国 家 主 航 道 至 区 域 主 航 道 贯
通。宋代经济政治中心南移，北宋浙东运河全
线贯通，开挖西塘河和中塘河，南宋疏浚开拓
慈江经中大河到镇海的河道，吴潜主持开挖刹
子港。宁波成为东南重镇，大量对外贸易、贡
使来朝等使得宁波港成为国家级的海陆交通和
贸易枢纽。

元代，浙东运河地位不及南宋时期，但仍
是海港城市庆元 （宁波） 联系腹地的主要航线。

宁波形成了“三江、双湖、多河”［三江、
东钱湖、日湖、月湖、南塘河、中塘河 （西）、
西塘河、前塘河、中塘河 （东）、后塘河、中大
河］ 的城乡人工水网体系。

明清时期，随着浙东地区经济发展、人口
增长、城镇繁荣，运河在本地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 地 位 十 分 突 出 ， 运 河 塘 路 的 建 设 标 准 也 更
高，古纤道“白玉长堤”于此时得名。

从那以后，宁波保持了“三江六塘河、一
湖居城中”的水网格局。

“悠久深厚、持续不绝的海洋开发历史，以
舟 作 车 、 以 楫 为 马 的 水 上 交 通 传 统 与 河 海 交
汇、三江合流的特殊位置，不仅孕育了古代宁
波走向域外的‘海上丝绸之路’和连接内地的
运 河 通 道 ， 催 生 了 宁 波 城 市 的 设 立 和 快 速 崛
起，更铸就了今日宁波作为‘一带一路’节点
城市的重要地位和光明前景。”宁波市文化广电

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说。
“东出大海、西连江淮、转运南北、港

通天下”，如此之盛况，诚为宁波所有；
如斯之气派，实非宁波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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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
中国大运行体系中独一无

二，也充分展示了宁波
地 区 古 代 航 运 体 系

的独特性。”江怀
海自豪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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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 （宁波段），漫溯千年春秋，横贯甬
城东西，是宁波人世世代代的财富，弥足珍贵。

转眼，距大运河成功申遗已经过去了 9 年。
我市现行的 《宁波市大运河遗产保护办法》 始于
2013 年 9 月 1 日，并于 2017 年 12 月 21 日进行过
修改。该办法制定于中国大运河申遗期间，为申
遗和我市大运河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
随着形势的发展，该办法在保护传承利用理念、
保护范围、机制创新、部门职责等方面需要进一
步调整优化，以更好地守护世界文化遗产，服务
支持保障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突出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点 （段），科
学确定保护范围，推动实现精准保护；创新管理
体制，主动适应大运河作为线状文物的特点，建
立完善‘部门联手、条块联动’的工作机制，从
根本上解决多头管理和管理缺位问题。”谈及

《办法》 出台的初衷，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
责人这样说。

据了解，《办法》 在国家和省相关法规、规
划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和实践经验，以细
化、落地相关要求为重点，增强 《办法》 的针对
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一是精简范围。《办法》 将宁波市大运河文
化遗产的保护范围由宽泛模糊的 152 公里，精简
为具体准确的 34.4 公里，即将保护范围限定为被
列入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的大运河 （宁波段）
河道与遗产点 （简称为“两段一点”），并对所
指河道与遗产点进行明示。“两段一点”是指：
浙东运河进入余姚界至曹野桥段；余姚市丈亭镇
慈江至江北区刹子港小西坝段；宁波三江口 （新
江桥、甬江大桥、江厦桥之间的水域和庆安会馆
遗产区）。

二是守牢红线。《办法》 对大运河遗产保护
区划内的“可为”与“不可为”活动，严格按照
国家和省相关法规、规划的要求进行设定，明确
对保护区划内“可为”活动的全过程管理，深化

备案、评估、监管标本兼治。
三是强化保障。《办法》 将大运河遗产保护

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并明确保护经费的 5 种
主要用途。同时，创制性地设立了大运河遗产多
元化的保护补偿机制，明确“大运河遗产保护基
金，专项用于大运河遗产保护补偿工作”。

大运河 （宁波段） 作为典型的大型线性文化
遗产，具有时空跨度大、流域面积广、遗产类别
多等特点；其流经余姚市、江北区、海曙区、鄞
州区等 4 个区 （市），涉及民生水利、交通运
输、生态环境、国土规划等多个领域，《办法》
主动适应大运河作为大型线性文化遗产的特点，
建立健全高效实用的监管治理体系。

一是明确责任义务。《办法》 精细梳理，界
定主次，厘清“负责”与“协同”、“主办”与

“协办”、“牵头”与“配合”等关系；划定职责
范围，明确重点分工，对文物等 12 个主管部门
的主要责任义务作出明示，全力筑牢责任链条，
实现监管、服务无缝隙。

二是构建协调机制。《办法》 明确要求市和
大运河遗产所在地区 （市） 人民政府建立由文
物等 12 个主管部门组成的综合协调机制，实行
定期会议制度，统一指导、统筹协调大运河保
护工作，审议大运河保护工作中的重大政策、
重大规划、重大项目，协调跨地区跨部门重大
事项，督促检查大运河保护重要工作的落实情
况 ， 破 解 大 运 河 保 护 工 作 中 存 在 的 “ 九 龙 治
水”问题。

三是落实协同共治。《办法》 强化大运河遗
产的监测巡查，建立以大运河遗产保护监测专
业机构巡查监测为主、结合河长制巡查和相关
部门开展联合巡查为辅助的巡查制度。同时规
定，相关部门应当共享监测数据，建立健全各
部门各单位间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协调联动
的工作体系，形成大运河保护齐抓共管、协同共
治的合力。

保护好大运河遗产
聚焦“九龙之困”，践行精准保护

记者 黄银凤 通讯员 杨晓维/文 邱文雄邱文雄/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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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大运河宁波三江口浙东大运河宁波三江口 （（庆安会馆庆安会馆）。）。 浙东大运河宁波段浙东大运河宁波段。。

浙东大运河上虞浙东大运河上虞--余姚段余姚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