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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可以走多远？3200公里，2500多年。这是中国大运河。

流淌千年的大运河不仅是一条“运输之河”，也是文人墨客抚今追昔的“诗性之河”，古人顺应自然、因势利导的“生态之河”。

作为古代交通要道，运河对于沿线城市和集镇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纵观大运河临平段，沿线古镇因河而兴，两岸人民依水而居。大运河，给这里打下鲜明烙印。

时至今日，运河古镇如何求解“传承”与“创新”这道必答题？近日，笔者从北京出发，沿着运河一路抵达杭州临平，探寻大运河临平段在保护、传承、利用大运河文

化的经验，讲述水乡之畔的时代故事。

田园风光 古镇风貌 科创风采

临平塘栖：千年运河古镇焕新腾飞
王逸群 应 陶

初秋时节，来到运河南端，丁山湖
淼淼碧波在阳光下跃动。沿着绿道来
到塘栖古镇，随着如织的行船，穿过广
济桥，路过生生不息的运河人家，在醉
人烟火气中，体会古镇的繁华记忆和
别样未来。这是临平在大运河国家文
化公园中的独特魅力。

生态是运河的底色。大运河在临
平境内延绵数十公里，抱城而过，成就
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柔美灵动，也滋养
着这座城市的每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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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平在大运河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中，着重凸显郊野特色，以
塘栖古镇为核心段打造文旅新地标，
坚持点面结合、区域联动，有效推动乡
村旅游发展，引导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形成以大运河为中心的景观轴、生态
轴、发展轴。

大运河临平段最让人关注的莫过
于沿大运河打造的一条 29 公里绿道，
它连通崇贤街道、塘栖镇、东湖街道、
运河街道，堪称大运河（临平段）沿途
城镇间的绿色水岸生态走廊。

“这是一条生态绿道、文化绿道，
让大家共享健康美丽幸福的绿道。”临
平区大运河科创城管委会相关负责人
说。大运河临平段绿道的贯通，有利
于群众近距离感受动态的世界文化遗
产，是展现临平段运河活态文化的窗
口，进一步激发大运河临平段沿线村
镇发展新活力。

为了真正实现还河于民、还岸于
民、还景于民，达到人、环境、自然的共
存与融合，大运河临平段坚持生态优

先。一方面，着力开展覆盖 29 公里的
大运河沿线环境大整治、大提升，积极
推进低散乱企业、码头的征迁工作，全
面提升运河沿线生态环境。另一方
面，绿道沿线还布局崇贤疏港体育公
园、塘栖运动活力园、运河休闲活力园
等三大嵌入式体育场地设施，让百姓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休闲生态绿道带来
的便利与健康。

一条运河，将塘栖古镇、丁山湖湿
地、超山风景区、周边美丽乡村等临平
优质山水禀赋自然资源串珠成链，形
成互联互通、资源共
享的全域宜游宜
业宜居大平台，
也成为了助力
共同富裕的
重要载体。

还河于民 讲好大运河幸福故事

碧水悠悠、游船如织、临河而居、
择水而憩，流淌千年的大运河临平段，
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让人民群众
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这样的获
得感，不仅在生态、在产业，还在于精
神富有。

从字面上讲，“运”意为运输，有联
通的功能。源远流长的运河文化生生
不息，发挥着互通有无、传承文明、沟
通民心的作用，是展现中华文明开放
包容精神的宝贵文化载体。这也正是
运河之于临平的独特魅力。

在杭州这段瑰丽的文化长廊上，
临平的文化丰富多彩。与大运河杭州
段其他地方不同，大运河临平段由于
漕运的属性，其文化更有南北融合的
韵味。

塘栖皮影戏就是其中代表。据史
料记载，靖康之难以后，赵构定都如今
的杭州建立南宋，在运河边重新建起
了戏棚，影戏艺人也从河南一同迁
入。影戏艺术从此进入蓬勃发展的历
史时期。

大运河还是一条仍在流淌、仍在使
用的“活态文化遗产带”。临平段的两
岸，物产丰盛、人烟聚集，许多文化也由
此而生——蚕桑丝织技艺，被列入世界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清水丝绵制作技
艺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塘

栖茧圆和木船制作技艺被列入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杭州运河船民习俗、
传统木船制造技艺等也被列入浙江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运河临平
段，有着其独特的历史传承记忆。

千年水道，百年复兴。“漂”来的文
化，如何在临平这座新区生根发芽？

2014 年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后，关于它的文化挖掘从未
止歇。大运河文化公园，即是被誉为
中华文化保护的灯塔项目。在临平，
非遗载体持续扩容，“非遗未来空间”

“非遗迎亚运”“非遗陪你过大年”等创
新活动品牌让临平的非遗文化“活”了
起来，为共同富裕美好图景增添了一
抹靓丽底色。百位手艺人组成“百匠
坊·幸福的院子”，发扬传承老底子糕
点制作“土手艺”，共同打造“守艺人的
共富故事”。

根据《临平区大运河文化保护传
承利用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临平将围绕历史文化和自然旅
游资源保护传承利用协调推进目标，
大力推进十大行动。未来，临平将在
遗产保护传承行动、文化研究挖掘行
动、文化旅游融合行动中，不断挖掘运
河历史、讲好运河故事。

涓涓运河中流淌出的文化，正成
为发展的“点睛之笔”。

深耕文化 古镇焕发时代新风貌

放眼大运河沿线古镇，都在谋求转型发展。杨柳青
古镇以年画为特色，打造传播年画的文化空间，建成文

旅小镇；张家湾古镇定位为古今记忆交汇地区、漕
运文化展示窗口、文化功能融合节点和文化旅游

休闲胜地；瓜洲古镇以古渡公园、江口街等文化
遗存为依托，深入推进瓜洲古渡文旅小镇建

设。那么，大运河临平段，何以创新“出圈”？
大运河临平段长约40公里，是大运河

航运功能较发达的河段之一。自古以
来，这里就是运河沿线的商贸重镇，也

是较早繁荣工业产业的区域。
时间迈入新时代，浙江迈进高

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
当下，临平如何抓住机遇？对
此，临平顺势而发，提出为运河赋

予科创基因，让世界共享新时代
下的运河文化。何为科创基因？临

平区第一次党代会报告中，明确提
出，抢抓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机

遇，在大运河边打造“大运河科创城”，推
动创新要素在临平集聚。作为临平“西优”

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平台，大运河科创城以文
化为魂、科创赋能，重点聚焦新经济领域，加快

总部研发类和都市创业类项目落户，高标准实现
生态、创新、人文融合发展。

锚定目标再行动。大运河科创城成立近一
年来，不断吸引优质人才项目落户，推动区域
产业转型升级。据悉，该平台通过精准招才
引智，组织举办“振兴共富”大运河科创城专场

线上招聘会，吸引287家企业参加，线上直播累
计浏览量达 11.67 万人次；组织举办“尚青春·创

未来”大运河杯首届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授牌成
立“浙江省青年企业家会客厅”“大运河科创城人才

之家”，营造青年创新创业氛围。截至目前，该平台已
累计完成招引注册企业 90 家，完成区集中签约重大产

业、人才项目 13 个。当前，大运河科创城还正结合现有
空间资源，顺应融杭发展之势，加快编制《大运河科创城
战略规划》，明晰区域产业发展定位。接下来，将加快推
进塘栖古镇核心区建设，全面启动张家墩孵化器建设；加
快推进崇贤陆家桥工业园区提升改造，会同部门镇街做
好基础设施优化、征迁等工作。

临平区积极响应国家、省、市战略，统筹沿河两岸要
素资源，助力临平与省内外大运河沿线城市的紧密串
联。以运河古镇为联动纽带，联合沿线运河古镇共同筹
备成立大运河古镇联盟，建立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全新
区域合作平台，共同探索运河文化的活化、保护与开发。
借此契机，为区域内文旅、文创、科创等企业搭建交流平
台，不断提升服务企业的水平，做优营商环境，擦亮大运
河世界级文化“金名片”。

贯通历史、融入文脉、承载生活。曾经的“黄金水
道”，在岁月冲刷后依然熠熠生辉，将用其独到的水缘文
化，点亮古镇焕新腾飞的引擎。

千年古镇，今再出发。

科技创新
引领未来发展增长极

临平塘栖古镇临平塘栖古镇

临平塘栖古镇夜景临平塘栖古镇夜景

““尚青春尚青春··创未来创未来””大运河杯首届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大运河杯首届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卫家班皮影戏卫家班皮影戏

““爱上大运河爱上大运河 千年古镇行千年古镇行””扬州站上扬州站上，，
临平展示糕模艺术临平展示糕模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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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临平区大运河科创城建设管委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