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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世 界 运 河 城 市 论 坛 期 间 ， 大 运 河

国家文化公园数字云平台建设成果正式发

布。

短 篇 幅 的 文 章 、 海 量 影 视 资 料 、 趣 味

知识问答……平台公众服务端分为“知运

河”“探运河”“游运河”3 大板块。“知运

河”设立非遗、红色、美食等 10 余个文化

主 题 专 栏 。 平 台 利 用 三 维 建 模 、 虚 拟 现

实、大数据、5G 等数字技术，主要展示大

运 河 历 史 沿 革 、 文 化 资 源 分 类 与 空 间 布

局、沿线遗址的古今风貌、重点地段的全

景画面、景区虚拟漫游等。“探运河”重点

打造线上展陈空间，运用手绘长卷、互动

游戏等方式，展开运河精神内涵的具象表

达。“游运河”重点构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

园会员服务体系。

除 了 为 游 客 提 供 服 务 外 ， 平 台 还 集

纳 沿 线 博 物 馆 、 景 区 及 旅 行 社 、 酒 店 等

文 旅 企 业 ， 为 企 业 运 营 提 供 相 关 数 字 化

服 务 ， 构 建 开 放 互 助 共 赢 的 运 河 文 旅 产

业 生 态 圈 。 依 托 数 字 云 平 台 建 设 ， 大 运

河 沿 线 文 物 、 文 化 、 生 态 、 产 业 等 资 源

得 到 进 一 步 整 合 ， 运 河 文 化 产 业 生 态 圈

初 步 成 型 。

大 运 河 沿 线 分 散 着 各 具 特 色 的 景 区 景

点、传统村落、特色小镇和古城古都，形

成一条独特的文化旅游带。数字技术的飞

速发展和广泛应用，让海量的文化遗产突

破时空界限，在屏幕、指尖重现生机。“数

字运河”的出现，为新时代运河文化的保

护与传承提供新的路径，也为文化旅游融

合发展带来重大机遇。

蔚 蓝 色 的 背 景 下 ， 样 式 各 异 的 漕 运 船

只在大运河水面缓缓行驶。沿河北上，路

过杭州拱宸桥、苏州吴门桥、镇江金山寺……

在位于江苏扬州的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一

幅 生 动 的 运 河 山 水 画 借 助 现 代 科 技 手 段 ，

在游客眼前徐徐铺展。直径 24 米的地面屏

幕、高 8 米的环形巨幕组合成沉浸式数字展

厅，游客步入其间便可开启一场别开生面

的 文 化 之 旅 。 大 运 河 以 一 种 全 新 的 形 式

“活”了起来。

“ 一 条 河 活 起 来 ， 一 段 历 史 就 有 了 逆

流 而 上 的 可 能 ， 穿 梭 在 水 上 的 那 些 我 们

的 先 祖 ， 面 目 也 便 有 了 愈 加 清 晰 的 希

望 。” 作 家 徐 则 臣 在 第 十 届 茅 盾 文 学 奖 获

奖 作 品 《北 上》 中 写 道 。 数 字 技 术 与 文

化 旅 游 的 融 合 ， 让 大 运 河 文 化 遗 产 的 宝

贵 价 值 不 断 凸 显 。 大 运 河 这 一 “ 流 动 的

文 化 ”， 没 有 凝 固 在 历 史 中 ， 而 且 在 新 时

代 焕 发 出 新 生 机 。

“流”上云端的“数字运河”——

“穿越时空”触摸历史印记

千 里 碧 波 贯 通 千 年 文 脉
——从京杭大运河百年间首次全线通水看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与利用

■本报记者 佟欣雨

4月 28日，历经 14天集中补水，京杭大运河实现

百年来首次全线通水。

习主席强调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

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

好。”2014年 6月 22日，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8年时间过去，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

承与利用迈入新阶段——

2019年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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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文化遗产

保护展示、河道水系资源条件改善、绿色生态廊道建

设、文化旅游融合提升4项工程。

也是在这一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提

出到 2023年底基本完成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

全线水流贯通只是大运河生命复苏的第一步。

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引领，这条沟通中国南北的千

年水脉正在焕发新的生机。

“ 大 运 河 上 弯 连 弯 ，哎 嗨 哟 ；九 曲 回 转

往 前 赶 ，哎 嗨 哟 ；一 声 号 子 我 一 身 汗 ，哎 嗨

哟……”运河水流经捷地分洪闸逶迤北上，

河北省沧县捷地回族乡捷地村村民张俊正

坐 在 河 边 凉 亭 里 ，放 声 唱 起 当 地 流 传 了 数

百年的船工号子。

今 年 73 岁 的 张 俊 正 ，是 省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 沧 县 船 工 号 子 的 传 承 人 之 一 。

他 说 ，船 工 号 子 伴 随 大 运 河 漕 运 的 兴 盛 而

诞 生 ，也 随 着 黄 河 以 北 运 河 的 断 流 渐 渐 销

声匿迹。如今在捷地村，仅有 6 位老人能完

整 唱 出 韵 味 悠 长 的 船 工 号 子 ，其 中 年 龄 最

大的已 93 岁。

运河文化，依水而生，因水而兴。《大运河

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明确要求，2025

年实现大运河主要河段基本有水。此次大运

河全线通水，给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

带来更多鲜活的素材和场景，为大运河文化

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补水期间，沿线多地抓住这一契机，组织

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旅游活动，生动展示大

运河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时代价值。

“ 天 津 被 称 为‘ 大 运 河 载 来 的 城 市 ’，

与 大 运 河 相 关 的 文 化 遗 存 、遗 址 公 园 达

200 多 个 。”天 津 社 科 院 历 史 研 究 所 所 长

任 吉 东 说 ，大 运 河 这 一“ 流 动 的 文 化 遗

产 ”迎 来 复 苏 ，必 将 带 动 运 河 沿 线 地 区 的

经 济 文 化 发 展 和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具 有 划

时 代 的 意 义 。

2015 年 ，天 津 市 第 一 家 运 河 文 化 博 物

馆 ——陈官屯运河文化博物馆正式开馆运

营，上千件文物和数百幅图片“讲述”运河魅

力，已接待海内外游客 30 万人次。一批以大

运河为主题的文化公园相继建成，成为群众

出游的热门打卡地。

拱墅运河体育公园、上塘古运河夜游、

大运河紫檀博物馆……在京杭大运河的南

起 点 —— 浙 江 省 杭 州 市 ，流 经 拱 墅 区 长 30

余 公 里 的 大 运 河 遗 产 河 道 沿 岸 ，密 集 分 布

着 20 处 文 化 地 标 。 从 各 类 博 物 馆 到 文 化

遗 址 ，从 公 共 文 化 设 施 到 文 旅 项 目 ，2021

年 至 今 已 陆 续 开 放 7 处 。 如 杭 州 一 样 ，覆

盖 8 省 市 的 大 运 河 国 家 文 化 公 园 ，正 在 深

入挖掘大运河文化过程中探索传承发展的

创新之路。

重新唱响的船工号子——

“流动遗产”唤醒沉睡文化

“遇见大运河”巨幅主题墙绘、贯穿南北

的“ 运 河 步 道 ”、与 大 运 河 沧 州 段 相 关 的 诗

词 ……在河北省沧州市中宇小学，穿城而过

的京杭大运河被巧妙“引”入教学楼，“流淌”

在学生身边。

整 个“ 运 河 步 道 ”上 分 布 着 10 个 班 级 ，

每个班级都以京杭大运河流经的一个城市

命 名 。 一 楼 的 所 有 班 级 串 联 起 来 ，构 成 了

京 杭 大 运 河 的 整 条 路 线 。 在 老 师 的 指 导

下，学生们深入了解相应城市的风俗文化，

通过丰富多样的形式将城市特色呈现在班

级 外 的 主 题 墙 上 。 此 外 ，“ 运 河 步 道 ”上 每

一个班级的学生都能向前来参观的师生介

绍相应城市的特点，人人都是运河文化“小

讲解员”。

如 何 以 雅 俗 共 赏 的 崭 新 形 式 呈 现 大 运

河 流 淌 千 年 的 厚 重 文 化 ，走 进 人 民 群 众 生

活 ？《大 运 河 文 化 保 护 传 承 利 用 规 划 纲 要》

设 置 专 门 章 节 ，强 调“ 活 化 大 运 河 流 淌 伴

生 的 文 化 ”，深 入 挖 掘 和 丰 富 大 运 河 文 化

内涵。

为了让运河故事代代相传，沿线 8 省市创

新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体验活动，古老运河

两岸闪动着越来越多的少年身影。

前不久，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开展的“壮

游大运河”研学旅行项目，正式通过江苏省终

身教育学分银行认定。中小学生选择部分研

学点位开展实践活动，即可获得相应数量的

学分存入“学分银行”。这堂纵贯南北、穿越

古今的“运河文化课”，成为青少年讲好“运河

故事”的源头活水。

不只是有形的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同

样是展现大运河文化内涵的名片。在杭州

市，“传统工艺工作站”以“非遗+文创”的保护

模式，探索现代城市非遗保护路径，推动传统

工艺创新转化。今年立夏时节，他们将半山

立夏习俗搬到运河边，让游客亲身体验“斗

蛋”习俗，制作半山泥猫，品尝乌米饭。多样

的体验活动，让非遗以可亲可感的方式走近

市民和游客。

随着京杭大运河实现百年来首次全线水

流贯通，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成

为文化旅游带上的重要节点。景区将镇河

兽、通州八景、漕船等大运河特色文化符号融

入各类文创产品。如今，文创衍生品已经成

为不少景区积极布局的领域，品类也从常规

的纪念品延伸至衣食住行各个领域，贴近青

年生活。

师生共绘的“运河步道”——

创新体验融入“青春故事”

图为货船行驶在大运河杭州段。 新华社记者 江 汉摄

“有水的河”铺展
绿色画卷

4 月 28 日，随着河北省沧州市新

华区王希鲁闸闸门缓缓抬起，汩汩清

流汇入运河，穿过解放桥，越过永济

路，再到园博园。沉寂多时的运河再

次涌入活水，摄影爱好者王少华用镜

头记录下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大运河是沧州的母亲河。有了运河

水，两岸生态风貌才会更加完整。”

数百公里外，位于山东省德州市

的四女寺枢纽南运河节制闸和位于天

津市静海区的九宣闸枢纽南运河节制

闸开启，南来之水经南水北调工程汇

入运河故道。至此，京杭大运河实现

近百年间首次全线通水。

受历史演变、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

影响，一段时期以来，京杭大运河黄河

以北河段水资源严重短缺，一些河道断

流，水生态损害、水环境污染等问题十

分突出。修复华北平原地下水超采，有

序实现河湖休养生息，才能让大运河真

正成为“有水的河”“流动的河”。

为此，水利部联合北京、天津、河

北、山东 4 省（市）人民政府开展京杭

大运河 2022 年全线贯通补水工作，统

筹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北延工程供水、

四省（市）本地水、引黄水、再生水及雨

洪水等水源，向京杭大运河黄河以北

707 公里河段进行补水。

汇入相当于 37 个西湖的四方来

水，目前京杭大运河保持全线有水状

态。与去年同期相比，京杭大运河黄河

以北河段有水河长增加 163.4 公里，水

面面积增加 16.6 平方公里，卫运河、南

运河等干涸、断流河段实现水流贯通。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

他们将根据水资源条件每年制订贯通

补水行动计划，力争每年实现一次全

线贯通，逐步实现京杭大运河正常来

水年份全线有水目标。

“黄金水道”发挥
黄金效益

在京杭大运河江苏淮安段，一家

盐业公司的自建码头上停满了整装待

发的千吨级货船。每年约有 320 万吨

食用盐及相关制品从这里发出，运往

全国。企业负责人介绍，依靠大运河

的水路运输，物流成本大幅降低。与

公路运输相比，经运河水路到苏州的

运费平均每吨降低 50 元，每年节约成

本超 2 亿元。

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自诞生

之日起就承担着内河航运的重要任

务。进入 20 世纪，由于黄河改道、河

道泥沙淤积、公路铁路运输快速发展

等原因，大运河再难重现往日千帆竞

发、万舟云集的盛景。然而，作为曾经

辉煌千年的“黄金水道”，如今黄河以

南的运河河段，特别是江浙一段仍在

持续发挥黄金效益。

数据显示，2020 年，大运河江苏

段货运量约 4.95 亿吨，约占京杭大运

河全线货运量的 80%，浙江杭州段更

是担负着整座城市 80%的煤炭、石油、

粮食等物资的运输任务。

伴随此次全线补水，大运河黄河

以北河段将“稳妥推进适宜河段通航、

优先实现旅游通航”作为发展重点。6

月 24 日，伴随一声汽笛，来自北京通

州、河北香河的游船沿北运河航道相

向驶过京冀交界处的杨洼船闸，大运

河京冀段全线 62 公里实现旅游通航。

大运河断航 100余年后，北京市第一次

有了跨省际航道和水上旅游运输。

（综合各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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