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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运河，厚重如史，带着泱泱中华的集体

记忆，从南至北贯穿拱墅，流淌成为拱墅城市发

展的根。

它肇始于春秋末期，穿越时光，百转千回，

走了 2500 余年，一头滋养了灿烂的华夏古文

明，另一头托举起华贵的江南都市水乡。这一

路的终点，选在了拱墅，拱宸桥便是它漫漫行程

最后归宿处飘展的旌旗。

富义仓、香积寺、旧式码头⋯⋯这些经过时

光涤洗留下来的历史遗存，讲述着拱墅可载史册

的过去风华；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中国刀剪

剑博物馆、中国扇博物馆、中国伞博物馆⋯⋯重

新修筑的文化地标，唤醒着现代人对旧时光的尊

崇和怀想，记录着拱墅沧海桑田的美丽蜕变。

善待这一方水，便是善待这个城市的基础

民生；爱护这悠远的水系，便是呵护这个城市的

精气魂魄。如今，拱墅正以“五水共治”重整河

山的魄力，还原着运河延续千年的魅力，赴一场

震古烁今的时代大考。

杨柳依依，流水潺潺，运河繁华依旧，风光

秀美如昨。历史的记忆已被重拾，文化的熏陶

处处萦绕，城市的脉络如此清晰，民众的生活怡

然自得，关于魅力水乡拱墅的种种精彩，无论怎

样品评和解读，总觉韵味醇厚，陶然非常。

京杭运河恰似大地的动脉，也
似大地的根系，因为有了它，大地平
添了非凡活力。而运河上众多的
桥，仿佛是其自身生长出来的器官，
感知着两岸市井生活的酸甜苦辣。
在拱墅，解读拱宸桥，便能读懂这座
城市从古至今的嬗变轨迹，读懂它
历经的辉煌与沧桑。

雄伟的拱宸桥坐落在京杭大运
河拱墅段，自诞生之日起，它便是一
座城市的建筑标杆。曾经，它代表
着这座城市的人们，将最高敬意传
递给行至此的历代帝王，见证了杭
州与古代帝王的亲密关系和属于那
个时代的光荣。同样，它也是拱墅
沧桑的直接见证者，1895 年，丧权辱
国的《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杭州
列为通商口岸。第二年，此地建立
了洋关，这一屈辱的历史直到抗战
结束才被终结。

拱宸桥对杭州人有着特殊意
义，很长一段时间，它是人们内心深
处关于家的特殊符号。很多漂泊在
外、顺着运河归来的杭州人看到拱
宸桥，就好像看到久违的亲情——
家就在眼前了。如今，从桥墩的花
纹中，人们还可以怀想它与帝王的
亲密故事。而进入新的文明时代的
拱宸桥，摒弃了落后的特权意识，它
高擎的桥拱仿佛双手合十，以博大
宽广的胸怀拥抱着来往于此的芸芸
众生。

从拱宸桥沿着运河走去，一处
处古迹像一幅幅灵动的画闯入眼
帘，古拱墅的城市格局逐渐清晰起
来：曾经缔造“天下粮仓”传奇的富
义仓轮廓依旧，保障了多少杭州人

的物质需求；香积寺依然香火鼎盛，
这座国内唯一供奉紧那罗王的寺
庙，被大兜路街区包围着；埋没在草
丛和林木中的御码头，尽管没有了
最初的模样，留存下来的几段货船
残余，依然向人们诉说着当年漕运
的繁华，以及搬运工人生活的万般
艰辛。

粮仓、寺庙、码头，这些岁月冲
刷不掉的城市元素，还原出古老杭
州城的基础格局，即使褪却了最初
的模样，也能让现代人睹旧物而思
往史，予人以丰富想象和启迪。

不管处于哪个历史阶段，留存
着太多运河古迹的拱墅，在其城市
规划中，总绕不开对运河的全局性
解读。秉承“修旧如旧”原则，拱墅
有序推进着运河沿线桥、塔、寺、码
头等历史文化遗存保护，修缮富义
仓、高家花园、桑庐等文保点，恢复
重建御码头、香积寺等历史文化遗
迹，建设江墅铁路遗址展示馆、大运
河诗词园，再现半道春红、夹城夜月
等“湖墅八景”；修复了小河直街、桥
西和大兜路等三大历史街区，保留
修复了 1000 余幢富有江南水乡特色
的运河古居，昔日的“棚户区”如今
成为美轮美奂的老房子群，成为展
示老杭州市民生活原汁原味的“老
街”。

俯瞰拱墅，拱宸桥像是一座嫁
接时间的桥，桥东现代化高楼林立，
而桥西多是传统建筑。拱宸桥让传
统与现代隔桥相望，在同一个空间
层面和谐共存，这种恍若时空错乱
的画面，似乎表征着拱墅兼收并蓄
的城市品性。

一桥两岸一桥两岸，，河水悠悠乡愁浓一桥两岸一桥两岸，，河水悠悠乡愁浓

一水如书写繁华，从古至今，拱
墅吸引了无数天南海北的人们前
来居住，这给水资源和水环境的保
障与支撑带来了严峻挑战。作为
杭州大都市的一部分，拱墅在成长
中已经构建出成熟、完备的骨架，
其城市格局已自成系统，所以，当
拱墅投身于治污水、防洪水、排涝
水、保供水、抓节水的“五水共治”
浙江全省战略大行动时，其难度可
想而知。

不仅如此，就河流水系的地理
特征而言，拱墅区位于杭州市区水
系 的 末 端 ，也 就 是 俗 话 说 的“ 锅
底”，而拱墅 70%的地表径流又通过
运 河 出 境 ，有 人 做 了 个 形 象 的 比
喻：运河拱墅段就是“锅底”中的

“锅底”。拱墅治水的难度又增加
了一层。

几年前，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
推 进 ，拱 墅 区 大 力 实 施 了 运 河 综
保、城中村改造、河道整治、截污纳
管 等 一 系 列 保 障 城 市 环 境 的 工
程。2014 年，围绕“五水共治”中心
工 作 ，拱 墅 区 在 常 态 工 程 的 基 础
上，开展“两水六专项”，更是将工
作细分为 11 大类 372 个项目。

今年年初，随着《2014 拱墅区
“五水共治”工作实施方案》在全区
推行，拱墅形成了浓厚的“五水共
治”氛围，除了政府力量主导外，民

众的参与热情使治水工作成为“政
府”+“民众”的共同诉求，一场全民
治水的攻坚战由此打响。

——市、区主要媒体公开征集、
评选并颁布拱墅亲水文明公约，并
在全区宣传推广；

——“亲水五大员”队伍壮大
了,定期开展治水宣讲、护河巡查、
文明劝导、义务劳动等活动；

——一批以“五水共治”为主题
的杭剧、小品等节目，在老开心茶
馆、草根舞台、大明星舞台等平台
亮相了，让“五水共治”以生动的形
象和群众生活亲近；

——21 家企业在主动捐款治
水的基础上，结对认领 21 条黑臭河
道，承诺从自身做起，做到“全纳
管、零排放”，并组织员工积极参与
治水公益活动；

——以截污纳管为重点，大力
开展生活小区、公建单位截污改造
和撤村建居地区生活污水集中处
理设施建设，目前已累计新增日截
污量 2 万余吨；

——在建立“一河一档”、“一口
一档”的基础上，加强河道排放口
监管，在古新河开展“阳光排放口”
试点，主动接受群众监督；

——运用新技术，以生态的力
量修复生态，拱墅在后横港河培育
华叶藻、易乐藻等，修复系统生物

链，成为治污成绩显著的生态示范
河，这样的做法正在莫婆桥等河段
推广；

——杭州炼油厂停产了，澳医
保灵药业也已关停，杭州油漆厂、
中策橡胶永固分厂、新华造纸厂扬
伦分厂也正慢慢从拱墅离开。

治水的成效正在拱墅显现，困
扰多年的水环境问题开始得到化
解。今年运河拱墅段出境断面水
质主要指标基本优于入境断面水
质指标；21 条黑臭河道中，三墩镇
东河、蒋家浜河、红旗河、后洋浜
河、洋湾河、下塘河、吴家角港等 16
条 已 经 先 后 通 过 消 除 黑 臭 验 收 。
面对 7·26 强降雨以及后来的“凤
凰”台风袭击，拱墅没有像以前那
样因城市内涝而狼狈不堪。

而今，一个共识已在拱墅形成，
那就是：守护好拱墅的水是身居其
间每一个拱墅人的天然职责。这
个意识已在拱墅人心里生根发芽，
功成不必在我，而担当和责任，我
辈无可推脱。在我们的走访过程
中，有关这种责任和担当的治水佳
话不时可闻。

全民投入全民投入，，“锅底”治水马蹄疾全民投入全民投入，，“锅底”治水马蹄疾

拱墅区水系图

大运河千里奔波的万千传奇在这里浓缩，

天下粮仓起漕运的悲欢离合在这里呈现，

香积寺紧那罗王的庄严妙相在这里可见，

拱墅，一个因河而生、因河而兴的城区，

历史遗存随处遍及，近代风云依稀可见。

因为运河，拱墅的水便是一条历史长河，

因为运河，拱墅承载了民族抗争的几多片段，

因为运河，拱墅的人们对水有着太多的感情。

当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消息传来，

当“五水共治”在拱墅全面铺开，

那份对水的牵绊与守望愈益浓烈坚定。

拱墅，一部活着的运河历史，一首精彩的水乡恋曲。

魅力聚焦——

五 / 水 / 共 / 治 / 引 / 领 / 者 两 / 美 / 浙 / 江 / 新 / 样 / 本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唐】 皮日休

来到拱墅，你难免会迷恋于运
河的悠远历史，沉醉于运河的古韵
风情。如果你想跳出水的局限，到
运河的岸上走一遭，漫步繁华都
市，或者徜徉于寻常巷陌，拱墅也
能 随 时 随 地 为 你 送 上 另 一 番 惊
喜。然而，你会发现，即使人已上
岸，而运河的痕迹却遍布脚步所
及，原来，拱墅，无处不是运河。

在拱墅，可以眺望近代以来的
工业遗址，品味醇厚的市井生活，
消磨流淌的休闲光阴，领略运河畔
的漕运文化、仓储文化、禅宗文化
和民居文化。

拱宸桥的东岸，便是宏伟的中
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留存着与大
运河有关的实物片段，向人们讲述

着“利泽千秋，沟通南北”的大运
河的今昔辉煌；对岸的中国伞博物
馆、中国扇博物馆、中国刀剪剑博
物馆三大国家级专业博物馆，占地
3 万多平方米，组建成了杭州最大
的也是独一无二的博物馆群，让人
们在领略拱墅伞、扇、刀剪文化的
同时，感受传统文化的精深博大。

运河两岸的文化遗存像一首
首精美的小诗，串联成一幅荡气回
肠的文化画卷。洋关旧址、通益公
纱厂旧址等申遗节点，桥西、小河
直 街 、大 兜 路 、信 义 坊 等 特 色 街
区，不断深化着运河文化内涵，充
实着拱墅人生活中的运河细节。

近年来，拱墅以运河文化为主
线，以文化商城等企业为龙头，建

成了运河文化广场和运河博物馆
等一批重点项目，形成“一城二桥
三街四中心”大文化产业格局。在
保护现有文化遗迹、培育传统运河
文化的基础上，拱墅还新建并改建
区内多座体育场馆，在各个街道和
社区建立了基层文化站，创建了多
个特色文化基地，打造了新兴的酒
吧、婚庆特色街等，同时规划了多
处体育公园、体育馆、大型影院等
公共文体设施。

古朴的拱墅运河文化，融入了
活泼的时尚元素，让运河的文化内
涵得以在现代拓展。从古至今，一
代代拱墅人无论离拱墅有多远，都
抹不掉脑海中的运河记忆，运河早
已长成为拱墅人的精神之根。

历久弥新历久弥新，，古朴时尚相辉映

今 年 6 月 22 日 ，第 38 届 世 界
遗产委员会同意将运河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的消息让整个拱墅沸腾
了。京杭大运河结束了漫漫申遗
路，得到了它应有的历史性肯定。

这一天，拱墅人感受到了无与
伦比的喜悦；这样的一天，也证明
着拱墅人与这座城市与运河是浑
然 一 体 的 存 在 ，拱 墅 人 生 活 的 欣
喜、幸福都源自这座城市和这片水
域。

晨昏，运河广场就变得格外热
闹，这里是附近居民休闲娱乐健身
的首选地。在广场上休息一会儿，
或 者 扭 扭 腰 身 ，抑 或 是 到 广 场 的

“曲艺杂坛”吊吊嗓子，练练越剧，
别有一番幸福滋味，这是拱墅人日
常生活的真实写照。

从 2009 年 开 始 ，每 至 金 秋 时
节，运河拱墅段就会上演两出万人
瞩 目 的 大 戏 ，一 出 是 运 河 烟 花 大
会，一出是运河龙舟大赛。逢此盛

事，运河两岸可谓熙熙攘攘，数以
万计的市民游客，或是在家中阳台
坐等，或是扶老携幼全家出动，或
在街口驻足举目，或在河畔踮脚眺
望，这已成了运河文化建设的新风
景、新品牌。

大运河文化艺术节、千年运河
龙舟赛、运河广场歌咏会、元宵灯
会等特色活动的举办，在潜移默化
中 ，强 化 着 人 们 对 共 同 文 化 的 认
知。前不久，拱墅举办了第二届运

河文化民俗婚典，通过迎新、祈福、
巡游、走婚、婚典等环节，组织新人
在运河上喜结良缘，传统文化和运
河共同见证了新人们开启幸福生
活。

无论何种形式的文化活动，究
其 根 本 ，拱 墅 人 都 能 找 到 共 同 之
处，它们来源于一个同样的基因片
段——运河。

马可·波罗曾这样描述杭州，
“世界最美丽，华贵之天城”，这只

是 一 个 外 国 人 对 拱 墅 的 直 观 解
读。生长在这里的人们最清楚，拱
墅，不仅仅只有美丽的外表，还有
一颗见证过千年沧桑的深邃内心。

靠近拱墅，在沉醉于天堂之美
的同时，也能近距离感知一个伟大
民族的历史发展脉络，那些苦难与
沉重，光荣与梦想，都以一种大气、
释然的方式溶进了水里，随着悠悠
运河，从千年以前，流向无尽宽敞
的未来。 （文 / 陈爽）

人水交融人水交融，，世界遗产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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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当今中国，绿色生态发展已成时代浩荡主流，对水这一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的重视可谓空前。

作为科学发展走在前列的江南水乡浙江，以“五水共治”推进转型发展，“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已经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

的重中之重及全民的自觉行动。

在此背景下，水乡概念已经突破原先平原河网的传统地理意象，而拓展至包括山区丘陵海岛在内的浙江全域，融入浙江各个城市

的发展肌理和百姓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之中。水规划到位，水治理科学，水生态优良，水生活和谐，水文化滋润，水，正让这样的城市品质

提升、品性独具、品位倍增，成为江南水乡升级版、“五水共治”引领者、“两美”浙江新样本，是为“浙江最具魅力新水乡”。且看——

【题记】【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