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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创新路径活化传承大运河文化遗产

昔日袁天下转漕袁仰此一渠曰今朝袁燕
赵精彩袁运河奔腾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袁 大运河是祖先

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袁是流动的文化袁要
统筹保护好尧传承好尧利用好遥

大运河河北段主河道总长 530 余公

里袁流经廊坊尧沧州尧衡水尧邢台尧邯郸 5
市 17 个县渊市尧区冤袁是连接雄安尧承载京

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区域遥 河北紧紧围

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袁 以大运

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袁 不断探索

文化遗产保护尧传承尧利用新路径袁深挖

文化内涵袁 做好保护文章袁 创新发展思

路袁优化布局造福人民遥
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

成为城市文化新地标袁孟村八极拳尧吴桥

杂技尧邢窑烧制技艺等非遗得以更好保护

传承噎噎如今的大运河袁生态环境改善迎

来候鸟栖息袁 运河沿线众多历史遗存复

现袁 沿线文物和文化资源家底不断夯实袁
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空间不断拓展袁燕赵大

地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文化新图景遥

彰显运河特色 做好保护文章

2023 年 12 月 14 日，一场大雪后，沧

州市运河公园银装素裹，宛如童话世界。

市民纷纷走进公园，欣赏如诗美景，堆雪

人打雪仗。正在拍照的运河区都市阳光

花园小区居民刘书涛感叹：“环境变化太

大了！”

位于运河一个大弯处的运河公园曾

荒草丛生，到处是违建。尽管环境差，由

于其三面环水、交通便利，仍寸土寸金。

2018 年，沧州果断决定，在该区域建设

生态公园，同时强化主城区大运河两岸

生态管控。

舟行沧州披长卷，桨开运河入画来。

京杭大运河流经沧州 216 公里，纵贯 8

个县（市尧区），保持了漕运时期河道规模

与形态，体现了运河原始的风貌景致，是

保存较好、具有北方特色的运河段落。

近年来，沧州市对全域 216 公里大

运河进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风

貌，形成“1+6+1+1”规划体系，打造富有文

化特色、彰显狮城魅力的文化带、生态

带、旅游带。

2022 年 9 月 1 日，京杭大运河沧州

中心城区段实现旅游通航，“一船明月过

沧州”盛景再现。

“东汉末年至今，大运河沧州段各年

代文物沉积，古迹散布。”沧州文化学者

孙建说，这些遗存从历史、文化、民俗、水

利等不同的角度诉说着运河故事，再现

了大运河历史文化，同时也记录了水利

工程建造技术的发展历程。

沧州市大运河文化发展带建设办公

室党组成员、副主任范宝泉介绍：“围绕

打造城市精彩中轴线，沧州市精心编制

园博园、中国大运河非遗展示馆、大化工

业遗存文化区、南川楼文化商业街区等

片区规划和项目设计。”

着眼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沧州市对

沿线 176 处文化遗产和 377 个非遗项目

进行调查摸底，分类分级建立保护名录，

划定保护区划，建立文化遗产巡查监管

机制。运河沿岸“散乱污”企业清零。

大运河邢台段明清运河与隋唐故道

并存，曾有着“路通吴越，轴舻帆影达三

江”的繁华，历史遗产资源多样，文化底

蕴深厚。如今，“活化”璀璨遗存，放大禀

赋优势，一张描绘运河邢台段新貌的蓝

图已经缓缓铺展，“一轴、一廊、两核”发

展格局初步构建。

大运河在衡水故城县逶迤绵延

75.12 公里，为做足做好一湾运河水文

章，故城县努力保护好沿河傍城 10 公里

岸线，水体生态修复 16.56 公顷，城市湿

地保护率、生态廊道达标率均达 100%。

2023 年以来，河北省认真实施《河

北省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条例》，积

极开展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朱唐

口险工修缮保护工程、郑口挑水坝修缮

工程等有序推进；确定了故城县永济渠

故道武城遗址，调查了景县安陵遗址、阜

城弓高城遗址；进一步明晰了永济渠相

关遗迹及故道在衡水、邯郸境内的保存

及流经情况。此外，河北省还开展了大名

府故城遗址主动性考古发掘，新发现内

城东城门和四条宋金时期道路及元明时

期耕种遗迹……

深挖文化内涵 传承千年文脉

依河复建的清风楼，丹楼黄瓦，应水

接天，斗拱五层，疏棂八面。拾级登楼，清

雅悠长的古琴声传来。“古琴的声音，是

天籁之声，也是先贤遗音，古琴艺术源远

流长，是一代代文人雅士心灵追求的呈

现。”楼上，沧州市运河区非遗古琴艺术

代表性传承人周林华和他的学生苏永红

正在向几位市民讲解古琴知识。

“我们教授古琴，也普及传统文化，目

的就是让更多人能够接触传统古琴音乐，

体验这一高雅的艺术形式。”周林华说。

从清风楼下来，沿运河北上，就到了

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12°艺术现场”。

这个曾经的工业车间，现在成了热爱运

河文化、喜欢现代艺术的年轻人的聚集

地。观众在这里不仅能欣赏到话剧、杂技

剧、武术、古诗词诵读、非遗展演等多种

艺术表演，还可以上台一展身手。

大运河沿线孕育出了繁盛的运河文

化，集聚了许多文化资源，如何做好传承

文章至关重要。沧州木板大鼓传习所、泊

头六合武馆、孟村八极拳国际培训中心、

青县哈哈腔传习所、沧县狮舞传习所

……沧州利用已建成的非遗传习所和非

遗传承示范基地、个人工作室，大力推进

非遗进社区、进校园，开展非遗传承人技

能培训，加强杂技、武术等非遗人才培

养。同时，积极开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的传承评估，建立市、县两级非遗资

源数据库，完成了 19 项国家级非遗项目

数字化记录，认定 432 位市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让运河文化在大运河畔得以

传承和弘扬。

沧州市还利用历史遗产展示体现运

河文化魅力。东光谢家坝水工智慧展示

馆、捷地分洪设施水工遗产核心展示园

建成开放，展示古人卓越的水工智慧；南

川楼、朗吟楼风貌复现，再现沧州历史名

楼风采；目前国内最大的非遗展馆之

一———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馆成为大运河沿线 8 省（市）非遗文化的

集中展示区。

在郭守敬纪念馆浑仪简仪前体验天

文观测，在清河县城、临西尖冢镇龙潭村

学习曦阳掌太平拳和临西潭腿等传统武

术，在王什庄村、油坊镇观看中华张氏传

统祭祀、民间八会表演等习俗……大运

河畔，一个个火热的文化场景滋养并丰

富着邢台群众的新生活。

用文艺创作重塑运河文化精神，沧

州市编撰出版《大运河文萃》《御河》《历

代沧州文选萃》等系列丛书，推出品牌杂

技剧《大运河记忆》《一船明月过沧州》等

剧目。同时，沧州市依托主题活动聚合运

河文化平台，举行一系列文化活动，传承

大运河文化，推动创新发展。

解锁活力密码 绽放运河芳华

“这里不仅能坐船欣赏美景，还能品

尝各种各样的美食，不虚此行。”2023 年

中秋国庆假期，北京游客李云在北运河

廊坊香河段度过了几天惬意的假日。

香河与北京通州仅一河之隔，大运

河全线通水、京冀段通航，香河县是受益

最大的区域之一。

廊坊市香河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

组书记、局长高立军介绍，香河以京冀两

地通航为契机，把京哈高速香河北出口

打造成大运河精品旅游线路的“入境门

户”，向北连接蒋辛屯潮白河精品旅游片

区，向南连接香河城区和以香河中心码

头为核心的大运河文化旅游片区，统筹

推动北运河、潮白河和湿地公园等域内

河流及保护区发展。

2021 年以来，沧州市坚持规划引

领，以园博园、南川楼和朗吟楼、百狮园

等项目建设为载体，加快打造大运河璀

璨文化带、绿色生态带、缤纷旅游带，推

动构建“河为线、城为珠、线穿珠、珠带

面”的融合发展格局，将发展图景由“大

写意”变成“工笔画”，铺展新时代千年运

河新画卷。尤其是沧州市承办的河北省

第六届园博会，被誉为“大运河上永不落

幕的园博会”。

复现的南川楼珠帘画栋，飞檐翘角，

雄姿勃发。站在南川楼上远眺，南川老街

仿古建筑古朴典雅，与运河水城相融，秀

美如画。整个项目再现了沧州人的运河

生活，复现了一座商贾云集、文人荟萃、

歌舞升平的不夜城。2023 年中秋国庆假

日开街以来，南川老街日均游人过万，成

为京津冀重要旅游打卡地。

历史上，日趋频繁的运河漕运，给沧

州带来了大量商品和贸易机会，吸引各

地商人小贩的集聚，使沧州城成为重要

的商业中心与漕运码头。如今，生机勃勃

的大运河真正成了一条人民的致富河、

幸福河。

“我们市场不仅有红枣，还有各种干

果、坚果类产品。”沧州崔尔庄枣业有限公

司经理张聪介绍，近年来，沧县以红枣为

资源优势，利用红枣市场的“金字招牌”，

构建红枣和干坚果产品综合销售新模式，

带动乡村产业振兴。目前，沧县红枣交易

市场已成为一个集枣类、干果类批发及信

息服务等于一体的大型商贸平台。

邯郸以“运河古都 名镇之旅”为主

线，开发运河主题游线路，推进成语典故、

太极文化沉浸式体验和数字化赋能；邢台

在运河沿岸引进新品果树，借助大运河发

展观光、采摘等乡村游，既美化环境，又破

解农村产业单一问题；衡水积极推进运河

沿线村庄生活污水管控，有效改善生态环

境，同时串联故城、景县、阜城等多个文旅

项目，推出运河风情精品游线路……一河

千载通南北，运河长流，正唱响“华夏大地

的史诗”。 据叶光明日报曳

河北承德打造金山岭文旅融合示范区
助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金山岭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渊河北

段冤4 个重点建设区段之一遥
河北承德坚持野以文塑旅袁以旅彰

文冶袁 以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金山岭

文旅融合示范区为总目标袁全面保护金

山岭长城文物和文化遗产及周边自然

生态袁深入挖掘长城文化袁打造长城文

化主题特色小镇袁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

园步道尧长城风景廊道袁将金山岭区域

打造为具有历史尧文化尧艺术特色的国

际综合旅游度假区遥
金山岭长城文旅融合示范区项目

被列入国家层面重点项目袁实施金山岭

长城文化展示提升工程袁在重要节点增

设长城栈道尧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步道尧观
景平台等配套设施曰深入挖掘金山岭长城

品牌价值袁整合周边文化旅游资源袁完善

旅游交通体系袁全面提升金山岭长城国家

文化公园基础设施服务水平袁打造国际休

闲旅居综合体遥承德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中将文旅融合示范区建设作为金山

岭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亮点和特色袁
统筹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金山岭旅

游度假区创建袁建设实施了长城渊金山岭

段冤文旅融合示范区尧长城渊潮河冤湿地公

园尧 金山岭长城复合廊道示范等重点项

目袁通过整合包装尧有机串联袁融合阿那亚

小镇尧金山岭国际滑雪旅游度假区尧凤凰

谷尧燕山植物园等周边重点项目袁形成长

城文旅融合项目集群遥
通过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袁 滦平

县金山岭长城文旅产业得到了蓬勃发

展袁 形成金山岭国际滑雪度假区尧 阿那

亚尧凤凰谷等一批重点文旅项目袁丰富了

野食住行游购娱冶全要素的文旅业态遥 在

长城沿线打造了花楼沟尧 古城川等 9 个

国家尧省尧市乡村旅游重点村袁引导当地

百姓参与旅游产业发展袁 实现了在家门

口增收致富遥 金山岭长城名片持续擦亮

叫响袁国家文旅部将金山岭长城纳入野建
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冶袁将金山

岭滑雪场认定为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

地遥以金山岭长城为核心袁优化整合旅游

资源袁 丰富旅游业态袁 全面提升配套服

务袁 带动长城沿线区域经济发展和乡村

振兴袁 全力打造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金山

岭文旅融合示范区遥 据叶承德日报曳

甘肃：坚定有力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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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狮舞在运河畔展演遥
傅新春 摄/光明图片

船在运河走袁人在画中游遥
张昊 摄/光明图片

游客在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示馆参观遥 苑立伟 摄/光明图片

作为黄河国家战略首倡之地，近

年来，甘肃省委、省政府坚持以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

引领，准确把握黄河流域重要的水源

涵养区和补给区功能定位，树牢上游

意识，担好上游责任，筑牢国家西部生

态安全屏障，坚定有力推动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坚持高位推动袁突出政策引领遥 甘

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高位推动实施

黄河国家战略，成立由省委、省政府主要

领导任组长的省级协调推进领导小组，

下设一办五组，加强全局性谋划、整体性

推进。在全面构建完成“1+N+X”规划体

系的基础上，制定出台《甘肃省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为落实黄

河国家战略提供了法制保障。

坚持系统治理袁强化项目支撑遥 立

足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陇中陇东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两大重点，协同

推进增绿、治水、保土、减污。围绕国家

投资导向和重点支持领域，积极争取国

家黄河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中央财政

奖补资金和行业专项资金，推进实施一

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污染治理项目。

通过这些举措，黄河流域生态功能出现

积极变化。2020 年以来，累计治理水土

流失 2249.95 平方公里，水土流失和土

壤侵蚀强度实现“双降”。黄河流域甘肃

段 41 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

92.68%，干流出境断面水质连续 8 年达

到Ⅱ类，实现了“一河清水送下游”。

坚持绿色转型袁推动质效双升遥立足

独特的交通区位、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

发展潜力，加快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数

字经济等战略性产业，甘肃黄河流域“一

核四片多点”产业空间格局初步构建。平

庆铁路开工建设，兰合铁路、中川机场三

期扩建工程加快推进。兰州石化公司转

型升级乙烯改造等一批重大项目进展顺

利。新能源装机规模达5492万千瓦，占

比达到 61.3%，成为省内第一大电源。全

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甘肃）

数据中心集群加快建设。

坚持协调发展袁 拓展交流合作遥
2023 年 9 月，甘肃省成功举办第四届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省际

合作联席会议，推动沿黄 9 省区在生态

环境保护、产业协作发展等方面达成广

泛共识。甘肃省委书记胡昌升与青海省

委书记陈刚、甘肃省省长任振鹤与四川

省省长黄强先后开展联合调研，共同谋

划推进黄河上游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共

建、文旅融合发展等重点工作。同时，甘

肃省与山东、陕西、宁夏、青海、内蒙古

等省区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携手推动

区域合作走深走实。

坚持保护传承袁弘扬黄河文化遥 积

极推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甘肃简

牍博物馆建成开馆，《四库全书》文献数

字化工作全面完成。花儿、环县道情皮

影戏、格萨（斯）尔 3 个项目入选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炳灵

寺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区成功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甘南扎尕那村入选联

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成

功举办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

会、“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等，

甘肃黄河文化对外影响力不断提升。

渊王斌冤

黄河石林

甘南扎尕那村
承德金山岭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