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运河悠悠荡荡、流淌千年，见证着两岸人家生生不息。

新时代下，这条滋养民族精神、孕育灿烂文化的黄金水道，将迎来什么样的新故事？

作为共建共享者，浙江正高举“两个先行”的发展大旗。而就在京杭大运河临平段，一个“为运河文化赋予时代意义，使其华丽转身为产业发展动力”的故

事，正在开启新篇、谋求先行。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不仅要保护、发掘、传承传统文化，更要形成文化自信、精神力量，并转化成实际工作中发展的推动力。”杭州市临平区大运河科

创城建设管委会主要负责人说。

如何让文化变成生产力？临平给出的答案是，“文化+科创”双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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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来临 古镇创生

临平大运河科创城：续写运河文化 蓄力科创产业
应 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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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邻大运河，又身处黄金区域内，
临平需要打造一个怎样的产业平台，才
能让文化转化成生产力？

临平大运河科创城建设管委会相
关负责人回答，因地制宜，又错位发
展。“因地制宜，自然是要围绕大运河文
化，做与塘栖古镇历史文化气质相符合
的文化产业。错位发展，是要区别于临
平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临平新
城的产业定位，扬长避短。”

基于这样的思路，临平大运河科创
城的产业定位明确在数字文化等新经
济领域。具体如何布局？据悉，该平台
在区域内划分多个区块，分重点打造数
字化文化高地、未来工场实践地和总部
基地。

其中，数字文化高地的
建设将与塘栖千年古镇复兴
大计相融合，以数字化文化和文
化数字化的“新两化融合”为核
心，构建涵盖数字影视、数字文创、
数字娱乐、数字文旅等在内的数字文
化产业体系。“我们计划将动漫游戏、网
络直播、数字展览、沉浸式体验等新型
文化业态融入千年古镇复兴，也只有这
样，运河古镇才更能焕发新的生机。”该
负责人说。

此外，该平台还将加快数字文化产
业集群建设，引爆大运河超级 IP，积极
开展场景再造，探索设立“运河数字文
化大脑”，打造国家运河文化主题小镇，
开启文化产业数智创新“云时代”。

智能制造是临平的新名片，该平台
也将积极融合地方产业的优势，建设未
来工场实践地。特别是围绕传统产业
的智慧转型和新兴产业的智慧创业，该
平台将在环杭州湾都市率先探索未来
工场实践，积极引进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打造精准、柔性、高效、节能的制

造模式，营造未来智造的新空
间。

对于这个正在成长的产业平台
来说，招引总部基地、专精特新企业是

其快速注血的关键。为此，临平大运河
科创城正着力建设一批科技孵化器、众
创空间、中小企业总部园、高端商务楼
宇等平台载体，全面完善多元化配套设
施，吸引行业龙头企业、知名浙商等的
企业总部、区域总部或职能总部进驻，
打造大城北地区具有高生态价值、高生
活品质、高经济活力的总部基地。

截至目前，大运河科创城已完成省
文投、六合桥等 12 个重大项目签约，5
家公司完成落地注册，490 余家新企业
注册登记。

再造产业布局
错位激活文化产业

以科促产、以产兴城、以城聚人。
在临平的谋篇布局中，临平大运河科创
城并不只是一座产业之城，而是将产城
人文融合为一体的宜居宜业宜游之地。

细看规划范围内，中国五大古梅，超
山独占其二，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丁山湖畔，“美丽乡村”水韵风情线塘超小
径沿湖而设，烟雨江南的意境与现代基础
设施有机融合；塘栖古镇广济桥旁，皮影
戏如期上演，引来市民围观欣赏。

“这片美丽生态，是大运河赠予我
们沿线人民的礼物，未来的产业片区建
设，也只会嵌入风景，在优先保护生态
的基础上完成。”临平大运河科创城建
设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为此，该平台
在产业规划中明确提出，要“走出一条
科产城人文协同发展之路”。

今年5月，《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临
平段）核心区块城市设计及概念设计方
案》正式公布。该方案以“江南运河名镇
科创文旅水乡”为总体发展定位，对10.8
平方公里协调区整体策划、3.5平方公里
核心区进行了城市设计，规划形成“一轴
一廊五岛五心”的空间布局——“一廊”为
创新文旅服务廊；“五岛”为创新文旅岛、
科创先锋岛、小镇生活岛、智慧生态岛、预
留发展岛；“五心”为总部中心、科创中心、
文创中心、古镇核心、乐活都心。

为合理串联这些区域，临平将充分
利用核心区块内现有水系，并增加支
流，强化水乡特征，为塘栖构筑“碧水环
洲”的生态基底。在此基础上，临平还
以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原则，对周边城
镇风貌进行引导，体现塘栖江南水乡特

色的空间肌理，形成依水而栖、依水而
居的生活场景。

从城市规划中可以想象，临平所打
造的运河沿线区域，不仅有沉浸式体验
的文旅场景，也有体验未来的科创场
景。而这些场景，都与当地的水乡生态
融为一体。

未来，临平链接千年的“ 运河盛
世”，还有多种模样。临平将致力于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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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临平
段）核心区，将引领运河古镇新玩法、培
育运河科创新磁场、塑造运河产城新中
心，打造古镇产城旅融合发展实践模
型，在浓缩展示运河历史的同时，为当
代运河生活提供更为生动的舞台。

融合产城人文 维系生态本底特色

2021 年 10 月，临平区大运河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管委会、大运河科创城建
设管委会正式挂牌成立，将塘栖镇、崇
贤街道辖区范围纳入其中，重点聚焦大
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和利用。

临平要在近 100 平方公里的范围
内，落地探索“文化+科创”双赋能，并
非“平地起高楼”，而是因为，这块区域
具备运河文化和科技创新的双重基础。

塘栖镇是江南运河名镇，这里不缺
运河文化。这座明朝中期开始兴起的
千年古镇，其繁荣程度曾超过浙江其他
县城，被市镇经济研究领域的专家认定
为超级枢纽型市镇。清朝乾隆时期的

《杭州府志》记载：杭州塘栖镇，“宋时所
无”，元时“运道（运河）改移”此处，遂致

“日益繁盛”，而今为“市镇之甲”。过去
500 余年里，塘栖镇因运而兴，吸引文
人墨客、各地商旅在此聚集，也为今日
留下了广济桥、乾隆御碑、水北街、水利
通判厅等历史遗迹和文化财富。

论文化，大运河沿线城市均有涉
及。因此，临平“出圈”，还需科创。对
此，临平有优势基础，也有产业空间。

大运河是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也
是自古往来商贸的重要通道。新兴产
业在运河沿线最易发展，塘栖镇和崇贤
街道亦是如此。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两块区域
都是当时较早繁荣工业产业的区域，产
业集中在丝织业、金属加工业、码头业
等。”大运河科创城建设管委会相关负
责人说：“这些地方工业起步早，但没有
紧跟时代发展，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所以，科创城可以在这些产业基础上

‘腾笼换鸟’，对存量空间进行有机更
新。”也就是说，大运河给临平留下了产
业基础，也留出了产业空间。

除却大运河的馈赠，大运河科创城
所规划的区域，在今天也有着极大的区
位优势。

从杭州全域俯瞰临平大运河科创
城的规划空间，这片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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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区
域优势，在交通路网上看，更为直接
——申嘉杭高速、绕城高速、运溪路、望
梅路、疏港大道临平大道（高架）围合而
成的高快速路网体系基本成型；秋石快
速路南北直通杭州主城区，运溪快速路
拉近杭州东西部距离；高铁临平站让往
来上海的出行时间压缩至60分钟内。

放眼未来，这条黄金水道将在科创
平台的建设中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

旧时超级枢纽
今朝串联科创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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