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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浙东运河
古纤道南岸的阮社古
村。记得在我年幼之
时，母亲就带着我行走
在运河边，对我说：这是
一条北通京城、东连大
海的河流，它有一个响
亮的名字叫“官塘”。运
河及两岸丰盛的物产养
育了我，深厚的人文栽
培了我。当时的河水清
澈见底，河中那取之不
尽的鱼虾，带来儿时无限奇趣与收获；河上那方圆如画的太平桥，
白玉长堤之下的千孔绿波，又留下无限的遐想和美好的回忆。从
那时起，“古运河是家乡的瑰宝，必须把它保护好”的文化自觉，
已然镌刻进我的心里。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成为一名下乡知识青年。有一天
来到运河边，见纤道上多处出现桥倾岸坍，不少地段的条石被人
运走用作建房基石，我不胜愤慨，生平第一次写信给《浙江日报》，
呼吁对此进行严格管理和保护。这封信被报社转给了绍兴文物
管理部门，得到重视。几年后，见太平桥上一块护桥拦石不翼而
飞，我又致信《绍兴日报》，市文管处还专门就此事作了调查。

更有缘分的是，我后来在绍兴水利部门工作，于20世纪80
年代对古鉴湖、古运河进行了全面调查考证，又在著名学者陈桥驿、
周魁一的指导下写了越国水利、鉴湖、山阴故水道等多篇文章，并在
国家级学术刊物发表。此后，如何发掘好运河沿岸风物人情，如何
加强运河保护、传承、利用，成为我工作和研究的不变主题。

还记得2002年，绍兴决定对浙东古运河进行全面水环境
整治，其中包括建设绍兴城西“运河园”。当时，大运河申遗工
作尚未开展。我作为“运河园”工程的主持人，与同事们一起
调研走访，确定建设主题为“传承古越文脉，展示水乡风情”。
我们收集了民间旧村改造遗存的3万余米老条石、2万余平方
米老石板，及一批被拆除散落的老石亭、古桥等文化遗存，用
于“运河园”的布置，建成了运河纪事、沿河风情、古桥遗存、浪
桨风帆、唐诗之路、缘木古渡等6个景点。如今，该工程已成为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浙东运河文化园的主体部分。

2019年以来，我参加了浙东运河文化园的规划与筹建，
参与撰写了博物馆展陈大纲文本。2023年 9月20日，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浙东运河文化园考察，并作出重要指示，这对我们这
些参加浙东运河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的人来说，是莫大的鼓舞。

守正创新，久久为功。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家乡的一方
水土发挥所长、作出贡献，是我的幸运。我将继续把“大运河”
这篇文章写下去，当好自觉的保护者、自信的践行者。

绍兴城西“运河园”工程建设者邱志荣——

自觉保护 自信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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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不仅加强了对运河沿岸历史建筑和遗址的保
护，还注重水质改善与生态修复，让这条古老的运河焕发
出新的生机。在传承方面，杭州积极开展运河文化宣传，
通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唤起了市民和游客对运河文化
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尤其是每年一度的大运河庙会，不
仅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还让更多人了解并热爱
大运河辉煌的历史。

杭州对运河的保护、传承与利用，令我深感敬佩，让我
更加珍惜这段流淌千年的文化血脉，并激发我对中华文化
深度探究的热情。

热心传播大运河文化的波兰外教 安琳热心传播大运河文化的波兰外教 安琳

国际留言板

大运河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水利工程，连接了中国北方和
南方，对于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和国家统一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对大运河感兴趣，因为它承载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展现了古
代中国工程技术的辉煌。大运河沿途风景秀丽，可以欣赏到历
史悠久的古镇、传统的运河文化和工艺品，是一条令人心驰神往
的文化之河。

摩洛哥留学生 曼娜

在杭州工作多年的葡萄牙人 保罗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最古老、最长的人工运河。我喜欢
沿着大运河乘船欣赏杭州这座城市的美丽，尤其是在那个特
殊的季节——9月中旬到10 月中旬——桂花的香气弥漫在
整个城市。我感到很幸运，有机会在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遗
址上体验令人惊叹的旅行。如果你来杭州，就去看看这个壮
丽的地方吧。

黎巴嫩客商、绍兴中东商会会长 李天明

我已在绍兴柯桥生活了近20年。我是一名水上运动爱
好者，对于水的感情十分深厚。这几年，浙江积极推进浙东
运河的保护，也努力对外界做着运河文化的宣传，这让我看
到了这座城市对运河的感情。听当地朋友说，运河之上的古
纤道有着悠久的历史，为了感受它的魅力，我常会约上朋友
和家人一起去走走看看，这里的风景，确实让人着迷。我希
望，今后自己也能成为浙东运河的一名守护者，与浙江的朋
友们一起，见证这条古运河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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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东运
河文化园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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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是我国劳动人民用血与汗、灵与
肉开凿出的一条举世无匹的人工水道。大
运河自诞生之日起，就承担起沟通四方的使
命，尤其是隋唐运河和京杭运河千里通波
后，将全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连接起
来，“商旅往返，船乘不绝”，直接带动了运河
两岸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城市的崛起与兴旺，
孕育出灿烂的运河文明、运河文化。

千年运河，奔流不息，连接着过去、现在
和未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大运河已不是一
条单纯的河流，而是一条绵延不断的中华文
明展示长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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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文
化遗产名录后，运河文化热随之兴起。在后申
遗时代，大运河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利用，面临
着一系列的压力和挑战。这种压力和挑战同长
城、故宫等“静态的文化遗产”不同——大运河
是线性的、活态的、流动的、在用的文化遗产。

事实上，自古迄今，大运河的“身段”（包
括长度和宽度以及曲度等）和闸坝河工一直
处于“变”中。因为，大自然在变，河情、水情
在变，世情在变，科技条件在变，人与自然的
关系也在变，在人与自然的共同作用下，大运
河系统也不可能不变，从邗沟到隋唐运河，再
到京杭运河，再到现代运河，其演进的轨迹无
不深深地打上了“变”的烙印。京杭大运河延
续至今，黄河以南段仍在通航，除了通航之
外，还发挥着重要的行洪、灌溉、输水等功能；
而黄河以北的运河，虽然部分河段已退出航
运功能，但作为水域水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仍
具有行洪、排涝、灌溉供水和生态等功能。

因为大运河是鲜活的、在用的世界文化
遗产，致使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刚性”冲突与
矛盾不可避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纠结。由于运
河既是文化遗产，同时又肩负水利、航运等在
用功能，文物部门强调保护第一、抢救第一，
要求不改变运河原状；水利、航运部门则强调
功能第一、安全第一，要求对运河进行必要的
维护和整治。如何统筹兼顾，协调好“护”与

“用”之间的关系，将是一个长期的课题。
二是保护与环境质量不达标的压力。运

河沿线的环境质量，不仅关乎人类的生产生
活，也关乎运河遗产的可持续保护与利用。
污水、污染性气体、固体废弃物等，对运河本
体具有较强的腐蚀性。近年来，随着生态文
明意识的不断提升和“千万工程”“五水共治”
等强有力措施的持续跟进，水体、空气质量得
到显著改善，乱丢固体废弃物等不良行为也
大为减少，这些对运河遗产的保护无疑是利
好的因素。但是，由于北方地区受自然地理
条件的制约，天然降水较少，水资源和水环境
承载力有限，致使运河季节性甚至常年干涸
的现象普遍存在，不但构成对运河健康生命
的威胁，有损运河的形象，也对周边地区自然
生态、经济社会带来不良影响。

三是保护与突发灾害的冲突。灾害包
括自然灾害（如水灾、泥石流、地震、冰雪等）
和人为灾害（如火灾、战争）两个方面。灾害
是文化遗产的天敌，运河作为大型线性文化
遗产，在“天敌”面前显得更加孱弱。特别是
洪水、地震、冰雪等自然灾害，对运河遗产的
破坏往往是突发且巨大的。而一些缓慢的
灾害因素，如病虫害、风化、雨蚀、地下水位
变化、地基沉降等，对文化遗产的破坏是悄
无声息、不易察觉的，但日积月累的破坏力
同样不可小视。因此，加强对各种灾害特别
是突发性重大灾害的监测和防御，对保护运
河遗产安全显得格外重要。

四是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一方面，
一些地方从不正确的政绩观出发，在市场负
面作用的推动下，致使文化保护“走偏”。就
运河遗产而言，存在着盲目开发、过度开发

现象，如在运河遗产保护范围内甚至河道
（包括滩地）上盲目大兴土木、造园建景，给
运河遗产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破坏。另一方
面，游客量超过运河遗产的承载力，尤其是
旅游旺季，一些热门景点游客量暴增，给文
化遗产的保护带来巨大压力，加之一些比如
在文物古迹上乱刻乱画、随意丢弃垃圾等不
文明的破坏性行为，对运河遗产本体和生态
环境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破坏和影响。

面对上述矛盾和挑战，相关地区、单位（部
门）和人员应着眼长远，妥善处理好大运河遗
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就大运河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利用而言，建议把握好以下几点：

第一，统筹兼顾。一方面，大运河作为
文化遗产，保护优先、强化保护是必须的、责
无旁贷的，绝不能在“利用”方面用力过猛，
甚至肆意毁掉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要充分尊重大运河的历史文化，在利用的过
程中妥善协调好防洪供水、水资源保护、水
生态改善和运河遗产保护的关系，为运河遗
产的保护留下足够的空间和余地。另一方
面，大运河作为活态、在用的文化遗产，也不
能因为需要“保护”而放弃对它的利用，影响
它的使用价值发挥——因为这种“活态”能
够继续下去，这恰恰是人类智慧和文明不断
聚集的结果，同时也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保
护。对目前尚有水利、航运等功能的运河水
道，在河道功能延续和拓展中，既要服从于
水法、防洪法、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
要求，科学划定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
健全和完善水利设施，协调好运河上下游左
右岸、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使之继续发挥永
续利用、造福人民的功能，同时也要自觉服

从于文物保护的法规和要求，尊重文物部门
的意见，尽最大可能保护好运河文化遗产，
努力实现“利用”与“保护”的双赢，把灿烂的
历史文化传承下去，发扬光大。需要指出的
是，当遗产保护与防洪安全发生冲突时，要
本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确保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第二，扰动最小。大运河文化遗产是不
可替代、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应尽最大努
力加以保护，使其扰动最小化——即在保护
优先的前提下，加以科学、合理、可持续地利
用，绝不能在运河遗产保护区特别是河道上
大兴土木、大动干戈，使运河遗产的真实性、
完整性遭到破坏。比如对运河的治理，要坚
持以“水清、河畅、岸绿、景美、低碳”为目标，
实施自然岸线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打造沿河
生态廊道，构建绿色和生态运河。

第三，突出重点。运河遗产是大型线性
的存在，体量巨大，特别是本体又是活态、在
用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
艰巨性可想而知。这就需要本着实事求是
的态度，既要注重整体保护，以体现其完整
性和真实性，又应强调突出重点，即对那些
具有重要历史、文化和科技价值的运河文化
遗存，特别是列入申遗名录的节点强化保
护，避免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如果河道整治
遇到这些“节点”，应当“礼让”或“绕道”而
行。比如，鲁运河临清段有一处戴湾古闸遗
址，南水北调东线输水干线在通过这一段
时，采取了“新开引渠、绕闸而行”的办法，达
到了保护与利用的“两全”“双赢”，此种做法
值得肯定和借鉴。

第四，防重于治。自然灾害对运河遗产
的破坏和影响是随机的、不可避免的。因
此，必须树立防重于治的理念，采取积极有
效措施提高运河文化遗产的抗灾能力。对
于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如洪水、泥石流、地震
等，要做好灾前防范和灾前预警，制定运河
遗产保护的应急预案，并建立起强有力的执
行和保障机制。对于缓慢性侵蚀的自然灾
害，要开展日常监测，找出其变化规律，研究
确定其预警值，在超过预警值时及时加以处
置。灾后对受损运河遗产的修复，也要本着
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在“防”的过程中，要
特别注重引入“数字孪生运河”理念和技术，
将“防”的关口前移，用智能化的手段为运河
的防护保驾护航。

【作者为中国水利文协副主任兼水文化
专委会会长、研究员】

在大运河畔，我仿佛听见来自过去的机
器轰鸣声，它与新时代嘹亮的号声相互交
织，顺着千里绵延的运河，永不停息。

从有记忆开始，我似乎就与工业有着不
解之缘。记得在少时，家乡的运河边林立着
许多工厂，在岸边总能看到高耸的烟囱、汽
笛轰鸣的火车以及辛勤劳作的人们。运河
上吹来的晚风，工厂边落日映照的余晖，都
与我的童年交织在一起，让原本单调质朴的
工业建筑在我的记忆中变得缤纷绚烂。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工厂渐渐淡出了
人们的视野，曾经热闹非凡的厂房再也听不
见人声的嘈杂与机器的轰鸣；曾经人来人往
的码头，逐渐变得沉寂；在铁轨上奔驰着的
火车，也不见了踪影，这里的一切记忆，似乎
随着时代的发展被逐渐淡忘，甚至被打上了

“工业锈带”的烙印。
原以为这些印记都将随着城市的发展

而消逝，可当我再一次回到运河畔，却发现
这些原本沉寂的事物再一次获得了新生。
昔日的烟囱，如今被重塑成城市的灯塔，在
夜幕降临之时，作为照亮城市的地标；曾经
出现在码头上的吊机，被重新装饰，成为文
化活动的背景；火车不再运行，却保留了原
始的模样，被改造成复古餐厅；铁轨虽已斑
驳，但被融进道路设计中，变成人们游览的
步道；红砖厂房摇身一变，成了展示工业文
明与工业历史的展馆⋯⋯依托运河优势，原
本荒芜的工业地带被改造成滨水空间，大型
酒店、博物馆、商场等服务类设施的进驻，吸
引越来越多的人走进这片土地。我伸手触
摸着这些工业的印记，它们的外表仍和从前

一样，可功能不再仅仅局限于生产，而是变
得更加多元。这些改变，让它们有机会在新
时代重新讲述过去的故事。

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工业遗产或许丧
失了其本有的生产属性，可它们的存在是许
多人记忆的载体。那些曾经听过的故事，那
些曾经发生过的美好，都被镌刻在每一丝斑
驳中。工业遗产是城市文化的记录者，也是
特定时代人民意志与记忆的承载者，其折射
的是几代人努力拼搏的精神，是城市发展的
历程，也是城市文脉的传承。这份深厚的底
蕴将从工业遗产中集聚，顺着运河流淌，世世
代代涵养着运河边人民的文化自信。

2024 年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
年。工业遗产的保护与活化，为运河文化带
填充了更为丰富的内容。时光荏苒，大运河
工业遗产历经岁月沧桑，仍静默地矗立在运
河畔，与两岸古老的历史遗迹在同一时空交
相辉映，在古朴与现代的交织中不断呈现大
运河文化的独特魅力。

在运河边长大的浙大城市学院学生余炀——

工业遗产与运河新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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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

我来讲故事

处理好大运河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
靳怀堾

我是杭州市拱墅区“运河之声”新时代
理论宣讲团成员，也是一名“运三代”，我们
祖孙三代都工作、生活在这里，投身大运河
沿线建设，见证世界文化遗产的华彩新生。

大运河不仅是农耕文明时期的“漕运要
道”，更是民族工业的“黄金水道”。社会主义
建设初期，杭城人民用满腔热血在运河畔掀
起了生产浪潮，浙麻、杭一棉、杭丝联⋯⋯一
座座大型国企在拱宸桥区域崛起，书写了恢
宏的民族工业史。我曾有幸采访过那些大
厂的老厂长、老领导，从他们的回忆中，仍能
清晰感受到“大厂时代”的风貌与精神。“‘全国
尚未解放，在自力更生原则下建厂’，毛主席的
批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更带来了无穷力量。”原
浙麻总工程师王景葆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依然
心潮澎湃：“我们住茅草棚，睡木箱板，走上干
下湿的‘弹簧路’，下雨、下雪，哪怕是下刀子，
大家也要完成光荣的建厂任务，这是人的力
量，是精神的力量！”在那个年代，河流、城市、
居民结成共同体，为杭州乃至新中国的经济
发展贡献源源不断的动力，也迎来属于运河
的“大厂黄金年代”。

但随着传统工业的衰落，拱宸桥区域公
建配套落后、运河水质污染也成为杭城人民
的痛点。1997年，拱宸桥地区旧城改造工
程铲下第一锹土。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
期间曾嘱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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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生
态起笔、着文化之墨、以民生落笔，在拱宸桥
区域的改造升级中，江南水乡古居得以精心
保护，工业遗存得以创新利用，非遗文化得

以活态传承。
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中国刀剪剑博物

馆、中国伞博物馆、中国扇博物馆、杭州手工
艺活态馆⋯⋯如今，漫步拱宸桥畔的桥西历
史文化街区这一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游客
仿佛进入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2023
年，大运河数字文献馆、大运河数字影像馆
也相继投用，通过新媒体、数字化手段，让运
河文化“流动”了起来。与此同时，桥西至今
保存着19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街巷里弄”
格局，300多户原住民枕河而居，惬意生活，
老杭州人的生活、饮食、礼仪、民俗等在此得
以完好保留。

风帘翠幕、烟柳画桥，参差十万人家。
如今的大运河，已经真正成为一条生态美丽
河、文化韵味河、人文幸福河。在中国大运
河申遗成功十周年之际，希望更多的朋友来
杭州，一起穿梭于白墙黛瓦和旧时厂房之
间，感受江南风韵与现代都市的相得益彰，
沉浸式体验这场“流动的盛宴”。

杭州市拱墅区“运河之声”新时代理论宣讲团成员洪凯文——

共赴一场“流动的盛宴”

截至2023年底，大运河国家文化
公园（浙江段）110 个项目累计完成

投资总额超1800亿元。

大运河浙江段是运河文
化资源的“富矿”，共有 11 个

河段、13 个遗产点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相比于其他
省市有着鲜明的辨识度。

新华智云通过文化大数据平台，结
合 AIGC 及大数据技术，深度挖掘、钩
沉大运河文史。比如，围绕“拱宸桥”这
一大运河地标，打造“大运河数字文化
星谱（拱宸桥段）”，整合了超过300 个
文化节点、展示了近千组文化关系。

目前，全省已建成包括京杭大运河博物
馆运河文化驾驶舱在内的30 座新型数字化
文化体验馆。

住在大运河边的韩国人 金洙京

对于我来说，运河是非常神奇的遗迹。大运河离我居住的
宿舍很近，已经成为我非常熟悉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每天
在运河边漫步，向散步时遇到的水上巴士的乘客挥手致意，关注
路过的货轮上装载了什么物品。我想和家人一起走这条路，想
坐一坐水上巴士。去年家人来访时，由于雨下得太大，所以没能
体验到。我翘首以待从武林门码头出发，和家人登上水上巴士
亲身体验大运河的那一天。

浙报制图：陈仰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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