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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贯南北，文脉承古今。
9 月 20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位于绍兴的浙东运河文化园考察，了解
浙东运河发展演变史和当地合理利用水
资源、推进大运河保护等情况。

当天，习近平总书记步行察看古运
河河道和周边历史文化遗存。他强调，
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是十
分宝贵的文化遗产。大运河文化是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保
护、传承、利用上下功夫，让古老大运河
焕发时代新风貌。

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
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绵延近 3200
公里，流淌 2500多年。2014年，中国大
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注大运河。
2017 年，他作出重要指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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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
期间，曾乘坐水上巴士考察大运河杭州
段，并留下嘱托：把运河真正打造成具有
时代特征、杭州特色的景观河、生态河、
人文河，真正成为“人民的运河”、“游客
的运河”。17 年过去了，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的希望和要求，浙江省加强大运
河文化带打造和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
用，两岸风光有了很大的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对大运河的关心关
爱，深深激励着浙江人民。我省将持续
加强大运河文化带打造和大运河文化保
护传承利用，统筹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和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各项工作，为
高水平打造“千年古韵、江南丝路、通江
达海、运济天下”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
利用贡献浙江样本。

挖掘，一条文化的运河

9月20日，接近傍晚，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浙东运河文化园。一场细雨过后，
浙东运河呈现出一派碧波荡漾、白鹭翩
翩的美景。

浙东运河是中国大运河的重要组成
部分，绍兴段则是浙东运河的最前身和
核心段。当地沿着运河建造起了这座运
河文化园，已经成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
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园内，一幅《九省运河泉源水利
情形图》的照壁，诉说着大运河的水系脉

络。这幅图画得很细，还能看到嘉兴南
湖的烟雨楼。总书记走上前细细察看。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习近平总书记
走过一座 10 余米高的高拱石桥。石桥
一旁的高速公路，车流穿梭不息。总书记
感叹道：“在这里可以畅想一下古今沧
桑。”

“总书记十分看重大运河的发展，一
路都听得很专心，问得很细致。”当天的
讲解员是中国水利博物馆馆长陈永明，
回想起那一天，他仍然心潮澎湃：“我向
总书记汇报了浙东运河形成以前的自然
和人文基础，浙东运河2500多年以来从
肇始到后续不断发展的历程，还有水工
技术和管理的一些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对大运河文化建设高
度重视，曾多次对大运河的保护、传承、
利用作出指示，指出“要古为今用，深入
挖 掘 以 大 运 河 为 核 心 的 历 史 文 化 资
源”。2019年，绍兴市委、市政府决策实
施浙东运河文化园（浙东运河博物馆）建
设工程。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 329 亩，
总建筑面积12.4万平方米。

浙东运河文化园中，白墙黑瓦、临河
而建的浙东运河博物馆，颇具江南美学
特色。这里共有两层，展陈面积近9100
平方米，系统演绎浙东运河2500多年发
展演变史，全方位呈现运河沿线人文历
史价值内涵。

浙东运河是吴越文化的生发和传播
之地。博物馆序厅里，气势磅礴的《浙东
运河水利形胜图》《浙东山水大势图》浮
雕，写意描绘着浙东运河的历史。

展厅的第一部分，是“鱼米之乡溯河
源”。展板上写到，大禹治水毕功于了
溪，归葬于会稽山。

陈永明向总书记汇报：“了溪现在还
在。绍兴非常重视大禹文化，不仅每年
祭祀，更积极研究编制中国禹迹图。今
年中国水利博物馆又组织对全国禹迹进
行了深入实地调查，已经精编收录了
700余处。”

总书记对历史文化的关心，凝聚在
他的每一次提问之中。

来到碳化稻米的展柜，总书记关心
这些稻米的年份；在越王句践之子鼫与
的青铜剑展柜前，总书记关心现存越王
剑的状况。

在一把出土于余姚田螺山遗址的木
桨前，陈永明向总书记介绍，这把木桨距
今已有 6000 余年，因为深埋在地底，与

空气隔绝，所以历经多年都没有腐烂。

治理，一条通达的运河

舟楫千年，生生不息，古河新韵绵绵
流淌。走在博物馆中，总书记饶有兴致地
察看明清时期浙东运河上各类堰、坝、桥、
闸、纤道等水工设施的分布和运行情况。

在展览的第二部分“千古名河济天
下”中，一个三江闸的模型吸引了总书记
的目光。

“这是明代所建，开创了绍兴水利史
上通过滨海大闸全控平原水利形势的新
格局。”陈永明回忆说，当介绍到这里时，
总书记俯身仔细察看三江闸设计结构：

“这个闸现在还在吧？”
陈永明回答说：“这个闸依然还在，

不过它的功能已由新的工程——曹娥江
大闸替代了。2005 年 12 月 30 日，是您
亲自宣布开工，并启动开工按钮。”

展览也记录了这一刻。展厅二楼，
入口便是一张大幅照片，下面的说明写
着：2003年5月27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
习近平同志赴浙东地区考察浙东引水工
程规划路线，并实地踏勘曹娥江大闸
闸址。

展柜里，一张 2005 年 12 月 31 日出
版的《浙江日报》记录了这一历史瞬间：

“随着省委书记习近平宣布‘曹娥江大闸
枢纽工程开工’，并启动开工按钮，顿时
偌大的建设工地上一字儿排开的施工机
械‘隆隆’轰鸣⋯⋯钱江两岸人民盼望已
久的曹娥江大闸枢纽工程正式拉序幕”。

“总书记对治水特别重视，好多他在
浙江工作时的重大治水项目，都还记得
很清楚。”陈永明说。

浙东引水工程是一项集水资源优化
配置、防洪排涝、生态环境改善等于一体
的系统性工程，其谋划思路，是总书记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
力”的治水思路在浙江省域早期的探索
与实践。

总书记回忆起这段往事：“过去浙东
这一带是缺水的地方，特别是舟山，一半
的水都要靠这个引水工程。”陈永明告诉
习近平总书记，引水工程让浙东地区的
企业和老百姓充分受益。

有着几十年水利工作经验的陈永明
认为，浙东运河虽然里程不长，但是它在
整个中国大运河里，是唯一直接通江达
海、直接跟海上丝绸之路相连的运河。

浙东运河在形成过程中，通过水利工程
设施整合浙东地区各河湖水系，形成具
有水运、防洪、排涝、输水、灌溉等综合效
益的“运河水系”。

步入新时代，在“八八战略”的指引
下，无数浙江儿女寻梦、追梦、圆梦，一幅
幅奋斗、富裕、均衡、文明、幸福的图景，
在运河两岸生动铺展。

站在宁波舟山港的模型前，习近平
总书记回忆起当年提出建设宁波舟山港
时的故事。这也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
作期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决策。而今，
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 14 年位居
全球第一，成为全球第三个跻身“超
3000万标箱俱乐部”的重要港口。它见
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盛景，更赋予浙东
运河一条绵延不息的生命线。

在河长制的展陈前，习近平总书记
专门停下来，细细了解。

浙江作为河长制的发源地，于全国
率先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全覆盖的河长
制体系，并创新探索共享共治河湖新模
式，让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治水护水的主
力军。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关心河长制的长
效机制和落实情况。目前，我省由省委
书记、省长担任总河长，并实现全省五级
河湖长全覆盖，不折不扣推进河长制落
实落细。

造福，一条人民的运河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关心大运河的过
去，也关心大运河的现在和未来。

2020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古
运河扬州段考察时说，千百年来，运河滋

养两岸城市和人民，是运河两岸人民的
致富河、幸福河。希望大家共同保护好
大运河，使运河永远造福人民。

自古以来，大运河便是畅通人流物
流的“黄金水道”，如今，在保护、传承、利
用的整体推进中，这条流动的运河已然
成为当地居民交口称赞的“幸福河”，开
启了宜居宜业的新使命。

“家门口就是一个景区，公园里水清
气净，鸟语花香，让人心旷神怡。”65 岁
的王敏就住在运河畔的半岛花园小区，
他对新建的浙东运河文化园充满了向
往，每天早晚都会带着两岁的小孙子来
公园散步。

这两天，许多博物馆员工在各种新
闻中观看总书记的考察视频，反复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浙东运河博物馆
负责人张慧久久不能忘记习近平总书记
说的“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

她说：“博物馆是一个向世界展示运
河文化的窗口，所以馆内设计了一条连
续的参观动线，将若干个展厅串联起来，
通过高科技实物保存技术以及声、光、电
技术的配合保障展陈的品质，让水运文
化得以系统、生动诠释。”通过数字场景
重新呈现浙东运河的历史发展脉络，为
市民游客提供更加多元的互动体验。此
外，运河园内还设有水族馆、垂钓竞技中
心等休闲娱乐场所，以满足市民游客的
多样性需求，助力打造绍兴文旅融合新
地标。

从历史走来，以生态起笔，以文化落
笔，古老运河正书写流光溢彩的新篇章，
滋养着沿线城镇快速发展。放眼绍兴，迎
恩门历史文化街区、上大路历史文化街
区、东浦黄酒小镇⋯⋯随着越来越多古今

交融的文化空间陆续建成，两岸城市功能
愈发完善，居民生活日益丰富多彩。

大运河文化带，串点成线，凝聚力
量。近年来，浙江先后出台《浙江省大运
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浙江省
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大运河
国家文化公园（浙江段）建设保护规划》
等一系列政策法规，有效保护运河遗产，
让沿河而生的人文底蕴，成为运河两岸
的亮丽风景。浙江还以运河为轴，沿线
古村古镇、名人名居、会馆商号、工业遗
产等各类文化资源和空间，串珠成链、聚
链成群，实现全域文旅融合，人人共享的
美好图景。

江河奔涌，生生不息。如今，浙江儿
女正接续千年传承，沿着总书记指明的
方向，“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让新时代的运河交响，传唱东方活力，续
写创新传奇。

“总书记在离开浙东运河博物馆的
时候嘱咐我们，要在保护、传承、利用上
下功夫，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
貌。”回忆起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越城区
委书记徐军深感言犹在耳。

他表示，保护大运河，就是保护流动
的文化史诗，保护璀璨的文化瑰宝。他
说：“接下来，我们将通过项目建设来推
进大运河保护、传承和利用，充分挖掘利
用古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打造以越
子城、八字桥、鲁迅故里、书圣故里、阳明
故里为核心的古城历史文化旅游环线，
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有机更新，让大运
河真正成为一条人民之河、生命之河、生
态之河、景观之河。”

（采写：本报记者 陆遥 王佳 孙良
通讯员 郑思舒）

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
——习近平总书记在绍兴浙东运河文化园考察回访记

浙东运河博物馆:浙东运河博物
馆总建筑面积3.4万平方米，位于绍兴
市越城区东浦街道浙东运河文化园
内，以“千年古韵，江南丝路，通江达
海，运济天下”为主题，打造大运河文
化带独特亮点，向公众展示“一部浙东
运河宏伟史诗，一篇越地文化璀璨华
章，一幅宁绍山水风物画图”。馆内主
展陈列以“通江达海、运济天下——浙

东运河文化陈列”为主题，重点反映了
两千五百多年来浙东运河工程体系及
水运的演变，以及浙东运河历史地位、
技术与文化遗产价值，共设五大展
厅。包括鱼米水乡溯河源、千古名河
济天下、越风河韵铸人文、因河筑梦兴
浙东、流向未来的幸福河。

大运河浙江段:大运河浙江段位于
中国大运河南端，包括江南运河浙江段、

浙东运河及其故道、复线等河道，全长
683公里，流经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
兴等5市25个县（市、区），北接长江经济
带、南连海上丝绸之路，具有通江达海的
地理特色和吴风越韵的人文内涵，是中
国大运河中全线通航、至今仍在活化利
用的省段之一，在中国大运河中占据重
要地位。目前，浙江省大运河文化带和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已经全面布局展开。

浙东运河博物馆及大运河浙江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