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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古为今用 新时代创新发展

临平大运河科创城：千年古镇向未来
王逸群 杨 莉 张 建

“舟过临平后，青山一点无。大江吞两浙，平野入三吴。逆旅愁闻雁，行庖只鲙鲈。风帆如借便，明日到姑苏。”

元代诗人吴景奎的《过临平》，表达了游子的思乡之情，也展现了一幅大运河畔的生动图景——

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让沿线的杭州临平在历史长河中成为一座商业重镇。桨声欸乃，仕宦商贾络绎不绝。

当鼎盛时期的荣光渐行渐远，千年古镇如何重拾魅力与活力？

依托大运河科创城，临平启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制定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临平段）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千年古镇文脉生生不息，产业提升、城

市发展也增添了新的动力。

今年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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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胜之年。如今，古老而时新的临平大运河科创城正在悄悄翻页，在临平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的征程中，画出一道靓丽风景线。

“年轻”的临平并不年轻——
位于杭嘉湖平原北部的临平，拥

有7000年人类繁衍史、5000年人类文
明史、1800 年文献记载史、1000 年置
官建城史⋯⋯

这些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哪
一个才是新时代文化临平的核心？

纵观全区，同时融合独特的历史
与现代元素，又兼具传统文化与特色
产业的，非运河文化莫属。

近年来，临平全面开启以大运河
为核心的新时代文化临平工程，积极
探索大运河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
承，深入挖掘以米塑、皮影戏、清水丝
绵等为代表的塘栖特色传统文化，全
力打造“承古开今、融汇创新”的中国
大运河南源精彩段、大运河国家文化
公园的典范园区。

临平还结合超山梅花文化、宋韵
文化等，举行了一系列文旅活动，旨在
讲好新时代的运河故事。

一场“宋梅有约”杭州超山梅花节
也在超山风景区开幕。宋韵梅景、宋
韵梅艺、宋韵梅趣、宋韵梅嬉、宋韵梅
雅、宋韵梅竞六大系列活动，展现了运
河畔的宋韵文化。

今年，临平区与西泠印社签订了
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以西泠印社书
画篆刻院超山基地建设为基础，打造
以名人、名山、名社为代表的金石文化
临平地标。

不仅让本地的运河文化出圈出彩，

临平还不断依靠自身力量，展现运河沿
线其他古镇风采。在 2023 年全国“行
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主会场活动

（浙江·临平）上，除了展现皮影戏、水上
婚礼等非遗项目，临平还别具匠心地准
备了一场大运河好物共富集市，一站式
推出运河沿线北京张家湾、天津杨柳青
等 8 个古镇的非遗产品和文创产品。

“通过运河的南北交流，南方的小朋友
们也可以了解到北方年画。我希望今
后可以多交流，让我们的文化更好地传
承下去。”天津杨柳青古镇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木版年画传承人霍庆顺说。

同时，临平还通过一系列学术研
讨会等形式，集聚智力，为今后发展储
备“源头活水”。

去年9月，跨越中国南北的大运河
古镇研讨会在塘栖古镇举行。全国大
运河沿线约40家古镇成立了中国大运
河古镇联盟。此外，临平还联合复旦
大学、中国美术学院、浙江音乐学院等
10 多所高校展开深入合作，并成立了
浙江大运河文艺创研中心开展跨区
域、跨领域合作研究等。

6 月 17 日，第二届中国大运河古
镇发展研讨会将召开。届时，古镇联
盟将再度聚首，期待着古镇“朋友圈”
的不断扩容。

深入挖掘运河历史文化精髓，打
造运河特色文化符号，更多的游客和
文化爱好者，将共同推动大运河文化
的传承和发展。

留下来——
重拾记忆 树立千年文化传承新标杆

作为文化产业的聚集地，大运河
科创城给出一张亮眼成绩单：一季
度，大运河科创城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幅 146.8%；财政总收入同比增长
60.4% ；地 方 财 政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62.8%。

数据的背后，是大运河科创城凭
借优势，弯道超车，发展新产业、新业
态。

从区位看，大运河科创城地处长
三角圆心地，西接杭州城西科创大走
廊，东南承接城东未来智造区，东北
紧邻杭嘉科创大走廊，同时主动融入
大城北发展规划，是接沪融杭的桥头
堡。

从定位看，坐落于京杭大运河南
端的临平，既有诗意的水乡美景、烟
火气的市井生活，又处处蕴含着杭州
的科创基因。

如何发挥独特优势、打造新时代
“文化+科创”高地？曾经以制造业起
家的临平，如今以数字为基、以文化
为核、以科创为魂，在大运河科创城
这片沃土上打造“数智临平”产业新
高地，致力于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

“软实力”。
近日，大运河科创城好消息不

断：5 月赴北京招商，大运河科创城管
委会与中民康旅文化科技集团、中数
环球旅游频道（北京）有限公司、深圳
市仙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智屏时代

（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四家企业
进行战略合作签约；6 月 7 日，管委会
继续发力，与浙江景嘉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杭州济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正
式签约。

这些签约项目，恰好代表着大运
河科创城的定位：以“招商+引智”为
支撑，聚焦“智能制造、数字文化”“专
精特新、企业总部”“农文旅、大健康”
三大产业方向，瞄准医疗器械、数字

科创等领域。
为了给产业发展提供要素保障，

大运河科创城围绕盘活存量、产业空
间拓展等，加紧推动陆家桥工业园
区、张家墩工业园区等工业用地有机
更新。

“我们还始终坚持人才与创新两
大要素，结合区内产业发展特
点，优化政策环境，让人才引
进来、留下来。”大运河科
创城管委会相关负责人
说。

眼 下 ，“ 青 才 启
航”一站式人才街
区正在紧锣密鼓
建设中。其中，
包 含 了 大 运
河科创城积
极 打 造 的 孵
化器——“启航
双创综合体”、崇
贤四维人才房等重
点项目，探索启航青
年人才社区和人才公
园。目前，街区已招引 7
家MAH持证企业入驻，有
望在10月开园运营。

今年以来，大运河科创城
还组织“产教融合赋能文创发展沙
龙”“未来乡村共富青年说”等主题沙
龙，承办“青才来临·鼎新创行”鼎湖
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活动，让青年在
交流中碰撞智慧火花。一直以来，临
平区以多样的人才活动为抓手广发

“英雄帖”，为人才学习交流、展示互
动、加强合作搭建平台，逐步构建多
元人才生态。

加速文创科创产业孵化培育，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临平，在这条跨
越 千 年 的 产 业 融 合 之 路 上 蹄 疾 步
稳。

活起来——
科创赋能 锚定产业融合发展新赛道

初夏，大运河临平段，两岸繁花似
锦，万类竞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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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让流淌的千年文化转化为发
展的不竭动力？大运河畔，这道考题
有了更多解法——

秉持“还河于民”的理念，临平不
断推动大运河有机活化利用，打造“人
民的运河”。

2021 年，临平全面启动大运河国
家文化公园（临平段）建设，以大运河
临平段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资源为依
托，建设范围涉及覆盖主河道 40 公里

（含杭州塘 29 公里和上塘河 11 公里）
以及京杭运河二通道等沿线区域，主
要有崇贤、塘栖、运河、星桥、临平、南
苑、东湖、乔司等8个镇（街道），并辐射
全区。三年行动收官，临平已围绕京
杭大运河绿道贯通、美丽节点综合整
治、景观公园串珠成链、基础设施配套
提升、高等级航道畅达、塘栖 AB 岛地
标、数智科创赋能、文化传承利用八大
工程体系，建设完成一批重点项目。

今年 3 月，临平再次大手笔布局，
正式启动“超山—丁山湖”综合保护

工 程 。 根 据 规
划，临平将针对

超 山 景 区
9.06 平方公

里 及 丁 山
湖 区 域

主 要

沿线，开展包括景区及周边交通提
升、三大园区改造、水系河道整治、美
丽乡村整治、景观绿化提升等在内的
多项工程，全面推进全域景区化，将
超山与丁山湖、大运河文化公园和美
丽乡村联动发展，打造山湖合璧的典
范，给临平品质之城注入新活力。

按照整体方案中“河为线，城（镇、
园）为珠，线串珠，珠带面”的布局理
念，未来，大运河临平段不仅将串联起
塘栖古镇、丁山湖、超山等既有的名山
名湖名镇，还会将更多小而美的村镇
推到“台前”，花式做足美丽“文章”。

如今，这条承载了千年底蕴的大
运河，以“世界文化遗产”之姿，成为浙
江文化高地上临平浓墨重彩的一道风
景线。

依河而建的大运河郊野段绿道已
基本贯通。十二里漾古凉亭、城市阳
台等沿线节点公园已部分建成。亚运
前，大运河郊野段绿道将正式精彩亮
相。

29 公里的郊野绿道途径 1986 文
创园、九里塘凉亭、塘泾漾公园、广济
桥等多个运河地标，将大运河临平段
沿途城镇间的生态人文景观和历史文
化民俗串珠成链。绿道两边，上百亩
农田经流转后种植水稻，将农文旅产
业融合的同时，打造郊野风光。同时，
绿道还在沿途打造了塘栖运动活力园
等健身设施、场地，成为全民健身的

“金角银边”。
在功能上，大运河临平段也承担

起更多的使命。向东，运河二通道（临
平河）也正在建设，将于 6 月底全线贯
通。作为浙江大通道建设行动计划十
大标志性项目之一，运河二通道建成
后，不仅将提升临平在浙江内河水运
中的地位，也将给临平带来更多繁华。

载着期望前行，运河两岸，古镇正
在续写新传奇。

见未来——
古镇新生 激发品质城区新活力

2023年超山梅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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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临平段

（本版图片由大运河科创城管委会提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临平段）郊野段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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