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护大运河
宁波段

为什么要
出台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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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的另一特点是对大运河
文化的推广和宣传，提出了更加
具体的要求与建议。

大运河是宁波唯一的世界文
化遗产，统筹做好保护、传承和利
用这篇大文章，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办法》要求，市和区（县、市）
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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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地
名、水利、交通运输、宣传等主管
部门，建立健全大运河历史地名
标识设置，加强大运河历史地名
的研究和宣传，传承、发展大运河
地名文化。

大运河遗产博物馆、展示馆
和遗址公园的建设，也应当按照
相关规划要求推动。其中遗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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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运河有关的妈祖
信俗、越窑青瓷、船模艺术、十里
红妆等非遗也应当得到保护传承
与利用。

甬剧、姚剧、四明南词、宁波
走书等传统戏剧、曲艺，可以开展
大运河特色剧目创作生产；以大
运河文化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
品、广播电影电视节目、动漫游戏
等，也在支持范围内。

为充分挖掘大运河的文化品
牌价值，《办法》还要求做好大运
河旅游资源的挖掘整合工作，开
发优质旅游产品，打造河海融合
的文化旅游品牌；加强与中国大运
河沿线城市的交流合作以及国际
交流传播，引导公众参与大运河世
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学
校也可以通过开发校本教材、组织
研学旅游等方式，开展大运河遗
产保护知识的宣传和传承活动。

大运河（宁波段）一头连着运河
文明、一头通往海洋时代，是宁波城
市的重要文化标识和靓丽名片。相
信随着《办法》的施行，大运河能够
更好地融入城市发展，融入百姓生
活，使历史文脉展现时代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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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1 日，第 269 号
宁波市人民政府令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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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于 2023 年 6月 22 日起
施行。

为什么是 6 月 22 日？
因为这个日子对大运河来
说意义非凡。9年前的这
一天，中国大运河申遗成
功。

从此，每年的 6 月 22
日便成了大运河最“热闹”
的日子。人们在这一天举
办活动、论坛，关注大运河
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感受
运河文化带来的美好。

新规的公布，对大运
河（宁波段）来说，是一个
新的重要节点，意味着宁
波段运河的保护、传承、利
用将进入新时期。为什么
要在当下出台新规？它将
带来哪些变化？让我们从
新规出台的背景说起。

大运河（宁波段）作为大型
线性文化遗产，具有强烈的特
殊性。时空跨度大、流域面积
广、遗产类别多，相关工作又涉
及民生水利、交通运输、生态环
境、国土规划等多个领域。明
确权责时，涉及多部门的配合
与联动。

《办法》出台的目的之一，就
是希望建立起健全、高效、实用
的监管治理体系，从根本上解决
多头管理和管理缺位的问题。

为此，新规厘清了“负责”与
“协同”、“主办”与“协办”、“牵
头”与“配合”，对文物、发展和改
革、自然资源和规划、水利、交通
运输、生态环境、住房与城乡建
设、财政、农业农村、教育、地名、
气象等12个主管部门的主要责
任义务做出明示；还构建了协调
机制，要求市和大运河遗产所在
地人民政府建立综合协调机制，
实行定期会议制度，统一指导、
统筹协调大运河保护工作，以破
解“九龙治水”问题。

而在日常监测巡查方面，新
规更加强调“协同共治”，建立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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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每
月至少开展一次巡查，若发现
遗产受损，当及时告知文物主
管部门。

同时，《办法》还规定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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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
力。

三江口庆安会馆是大运河世界遗产点。 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供图

学生在大西坝旧址研学。
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供图

我市现行《宁波市大运河遗产保
护办法》施行于2013年9月1日，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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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作为现代化滨海大都市、中
国大运河出海口所在城市，在大运河
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上需具有领先、
示范作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原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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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世
界遗产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新规最
大的变化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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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保护
范围限定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
大运河（宁波段）河道与遗产点（简称

“两段一点”）：
一、浙东运河进入余姚界至曹墅

桥段；
二、余姚市丈亭镇慈江至江北区

刹子港小西坝段；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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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是一座运河遗存较为丰富的

城市，按照较宽泛的概念来说，除了虞
余运河、慈江、官山河这些遗产河段，姚
江、甬江、西塘河等浙东运河河段也都
在原办法的保护范围之内。

此次修订《办法》，将大运河世界遗
产的概念进一步明晰。其他浙东运河
河段及其沿线的水利工程遗存、各类伴
生历史遗存、历史街区、历史村镇及相
关环境景观等，则将按文物保护、名城
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保护，以实
现更精准保护、有效促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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