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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各种因素影响，现决定对G15沈海高速台州段水洋枢纽至大溪枢纽路段交通管制时间予以变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1.交通管制时间：由2024年7月10日至2027年1月9日变更为2024年7月19日起至2027年1月18日。
2.交通管制路段：G15沈海高速台州段水洋枢纽至大溪枢纽路段，全长28公里。
3.交通管制方式：主线双向封道，同时关闭S28台金高速转G15沈海高速福建方向匝道，S39温岭联络线转G15沈海高速上海方向匝道

以及G15沈海高速台州收费站、台州南收费站。
此次封道施工时间长，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施工、绕行相关提示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按照交通标志、施工提醒指示通行，并服从现

场工作人员指挥。因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关于变更G15沈海高速台州段水洋枢纽至大溪枢纽路段
双向封道交通管制时间的通告

台州市交通运输局 台州市公安局
2024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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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证机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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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都锦生实

业有限公司职工持

股会决定注销，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起

45天内申请债权。

注销公告

杭州都锦生实业有限公司
职工持股会

2024年7月6日

（上接第一版）
这个年轻运营官与外婆坑村的故

事，要从2021年说起。这一年，28岁
的吴黎明带着一份厚厚的策划书来到
了外婆坑村。那时，外婆坑村刚刚被列
入绍兴市第一批乡村振兴重点培育村
名单，虽有着“江南民族第一村”“中国
传统村落”等名号，但还没有找到一条
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也是这一年，绍
兴向全国发布特色村“乡村运营官”招
募令，有着多年乡村文旅策划经验的吴
黎明前来揭榜。

吴黎明对外婆坑村做过系统的“背
调”：这是个特色鲜明的“民族村”，村里
有325户、近千名村民，包括汉族在内，
共有13个民族的同胞在这里共同生
活。而目前留在村里生活的少数民族
村民中，又以五六十岁的阿婆为主要群
体。村里的民族文化资源几乎没有被
发掘，乡村文旅产业刚刚起步，没有鲜
明特色，面临着游客难引、难留的困境，
几家村民自营的民宿、农家乐也几乎处
于关停状态。

“我们需要打造一个‘外婆’专属
IP，打响村子的知名度。”吴黎明对林金
仁说。

2021年夏天，林金仁几乎天天在
村里见到吴黎明。一会儿，他带着团队
丈量村头到村尾的距离；一会儿，他又
拿着图纸对村里的空广场“指手画
脚”。吴黎明还老爱到村民家里串门，
打听不同民族的风俗与习惯，有时还当
起“导演”，帮少数民族村民编排节目。
林金仁不知道这个年轻人葫芦里卖的
什么药。

到了那年10月，谜底揭晓。吴黎
明在村里试水了一场“外婆家的长桌
宴”活动。在他丈量过的村道上，十几
张桌子拼成了能容纳近百人的长桌。
村民们端上民族五彩饭、红烧肉、菜园
鸡和自己种的蔬菜，招待得知消息后
赶来赴宴的各地游客。少数民族阿婆
们还穿上民族服饰，献上了精彩的
表演。

在海拔800余米的新昌小山村能
吃上“民族风”满满的长桌宴，一时间，
各类社交平台上出现了许多打着外婆
坑村定位的帖子。“那阵子，常在手机上
刷到游客的视频，大家表达着对‘外婆
家’的喜爱，让我们觉得自豪又感动。”
苗族村民王忠美嫁到外婆坑村已有31
年，在年轻的乡村运营官入驻之前，她

没想过家乡的风俗会在这里再现，并如
此受欢迎。

吴黎明也看到了民俗活动带来的
流量。第二年，他升级了活动内容，在
长桌宴基础上，增加了泼水节和篝火晚
会等项目。活动吸引了大批来自宁波、
杭州、上海等周边城市的游客。长桌宴
和泼水节，于是变成了外婆坑村每年8
月底和国庆假期的保留节目。据统计，
2023年国庆期间，这些特色活动为外
婆坑村吸引来5万余名游客，直接带动
村民增收200余万元。

“外婆家”热闹了起来。吴黎明想
让游客在村里能多些体验感，便动起了
民俗研学项目的脑筋。他专门请来扎
染专业教师，手把手向村民传授扎染技
术，并在村里开起了“外婆的扎染坊”，
让村民带着客人感受传统技艺的趣味。

“这些化学染料会对老人和孩子产
生影响吗？”一次研学体验中，一位游客
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吴黎明听进去
了。

他多方打听，联系上绍兴当地一名
植物染料染色技艺非遗传承人，学习了
解染料知识。他还专门前往云南等地
调研板蓝根等原料基地，采购天然无害

的原材料，确保用料安全。
“这个年轻人，有敢想敢做的担

当。”林金仁和村民们对吴黎明颇为
认同。

这几年，吴黎明还想方设法帮助村
民多渠道增收，除了线下联合乡镇部门
为外婆坑村的农产品设计统一包装、制
定统一标准外，他还在去年为外婆坑村
开通了线上销售渠道，并尝试做起了直
播带货。

谁能把外婆坑村的致富故事讲好
呢？吴黎明打起了林金仁的主意。于
是，退了休的林金仁，跟着这个年轻运
营官学起了网络直播。目前，各平台已
累计销售茶叶800余万元、玉米饼700
余万元。

“要做的事情还有好多。我们的业
态标准需要不断提升，产品开发需要不
断跟进，活动品牌需要不断打响……”
谈到接下来的规划，吴黎明毫不掩饰自
己的压力。但他也笑言，无论前路有多
困难，自己与外婆坑村的联系，怕是很
难断掉了。

他很清楚，让自己割舍不掉的，不
止一腔创业热情，还有与“外婆家”的深
厚情谊。

“外婆家”刮起最炫民族风
（上接第一版）
国际知名考古学家、国际古迹遗址理

事会印度国家委员会主席莉玛·胡贾前几
天来良渚遗址考察时就惊讶于这些保护
技术。她说，开展老虎岭遗址、南城墙遗
址等十分科学、先进的保护项目，在国际
上具有广泛的推广和示范价值。好消息
是良渚遗址潮湿环境土遗址保护实验室
即将启用，在为良渚遗址保护提供更丰富
研究支撑的同时，也将为全国、全球的潮
湿环境土遗址保护提供“良渚经验”。

不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互学互鉴，
能为人类实现共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
指引。良渚遗址管理区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申遗成功以来，良渚遗址加快推进
良渚文化国际传播行动，加强文明交流
互鉴。此前，通过“请进来”，良渚古城已
先后“对话”英国伦敦巨石阵、希腊雅典
卫城等世界文化遗产。

2023年首届“良渚论坛”的成功举
办，让良渚遗址深化同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的文明对话有了国家级平台：91个
国家和地区的政要、艺术家、青年汉学家
以及丝绸之路六大联盟代表来到良渚，
首个关于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中外联合
声明在良渚签署……

“文化不仅仅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
目标，而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目标能产生积极效
果。”西班牙文化遗产和美术局副局长、

西班牙文化遗产研究所副所长苏珊娜·
阿尔卡尔德·埃米耶瓦在此次“对话”中
分享她的感悟。

良渚遗址也在加快“走出去”。今年
5月，良渚文化主题展览远赴雅典，向希
腊当地民众深度解读良渚古城遗址及其
价值要素，推介良渚古城的四大展示场
所；6月，“何以文明·遇见良渚”2024全
球巡展英国特展在大曼彻斯特地区举
办，参观者不仅能看，还能体验玉器制作
等，感受良渚文化；多语种解读良渚文化
的短视频《良渚微讲坛》最新海外总覆盖
人群已近2亿……

文明互鉴，美美与共。无论“请进来”
与英国、希腊、西班牙等文化遗产“对话”，
还是主动“走出去”讲好良渚故事，都释放
出一个明显信号：闪耀着五千年文明之光
的良渚，正成为一扇对外的“窗口”，让更
多的国际视野看到中国的文明之美。

国际知名考古学家、英国国家学术
院院士杰西卡·罗森爵士提出，希望良渚
能够开展更多的展示交流，让世界各国
的人能够深入了解这里，看见五千年中
国的过去与现在。

良渚遗址管理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正精心筹备第二届“良渚论坛”，将以更
大的自觉和更强的行动当好历史文化

“薪火传人”，全方位擦亮“五千年中国看
良渚”金名片，不断提升文明圣地的国际
辨识度和世界影响力。

（上接第一版）
展柜中一张2005年12月31日出

版的《浙江日报》，记录了这个载入史册
的瞬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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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开序幕”。

世纪之交，浙东“水乡”缺水问题日
渐突出。2000年前后，浙东遭遇夏秋连
旱，绍兴水库枯竭、运河淤塞。时任绍兴
市副市长冯建荣回忆说：“绍兴当年的水
价比周边高了好几倍，甚至不得已向萧
山买水。”

从新安江、富春江引水解决浙东、浙
北缺水的“西水东调”于是提上日程，作
为龙头枢纽工程的曹娥江大闸列入省

“十五”规划……但受客观因素所限，这
个梦想几度搁置。

2003年5月27日，习近平同志来到
曹娥江畔，亲自踏勘大闸闸址。他一边
听汇报，一边对照图纸比对地形，看得非
常仔细。而后，他又用3天时间，密集调
研宁波、绍兴、嘉兴、湖州、杭州的水利设
施和防汛工作。

6月3日，习近平同志在省水利和防
汛工作汇报会上发表长篇讲话，明确指
出要解决全省部分地区存在的资源型缺
水和水质型缺水问题，切实把管水、用
水、治水有机结合起来，全面推进全省水
利事业的现代化。

“习书记心里装着一千多万浙东老
百姓，眼里看着全省人民长远的未来，后
来继续建设浙东引水工程，我们就是照
着他的指示精神做的。”时隔20余年，陈
永明至今记忆犹新。

一张蓝图绘到底。2013年，浙东引
水工程北线富春江—曹娥江—慈溪段一
举贯通，清澈的富春江水汩汩流入浙东
古运河。2021年，浙东引水工程全线贯
通，润泽着浙东、浙北千家万户。

“引水工程的丰沛水源，保证了浙东
古运河不再缺水，多数河道才得以保存
完好，这让我们的申遗综合治理工作，提
速不止一点。”时任绍兴水利局副局长邱
志荣说，浙东运河的“满血复苏”，“在国
家文物局决策浙东古运河纳入大运河申
遗范畴时起到了关键作用”。

2008年10月，浙东古运河正式被
纳入大运河的申遗范畴，大运河文化版
图拼上了吴越文化核心区的金瓯一角，
浙东古运河的申遗和治理随之快马加
鞭，绍兴的迎恩门是其中的“门面”。

彼时的迎恩门一带，小巷里弄杂乱
无章，低矮平房破旧不堪。64岁的邵国
勤在运河边住了40多年，当年一家四口
挤在40平方米的小平房里，“一落雨，大
盆接小盆，出门两脚泥。”绍兴市委、市政
府作出重大决策：对迎恩门进行环境改
造，重塑绍兴西大门的运河风采。

附近的居民坐不住了，“每天都有人
来指挥部‘灵市面’，有些村民甚至一天

两趟。”原迎恩门工程建设处处长吴维江
说，在当时，拆迁一般都是异地安置，“大
家问得最多的，就是能不能住回来？”

“这个问题在做规划时争论很大。”
邱志荣回忆说，后来，大家还是统一了思
想：“申遗不是做‘盆景’，没有人气，没有
乡愁，就谈不上‘人民的运河’，更谈不上
文化的传承。”指导思想定了，一条规划
原则就清晰了：修旧如旧，原拆原建，让
老百姓住回迎恩门。

2010 年开始，方圆 500 米内的
2000多户原住民，陆续乔迁新居——运
河人家小区。邵国勤一家分到120平方
米，古运河依旧在脚下流淌，迎恩门修葺
如旧，横跨在运河上的古桥也都迎来新
生。“以迎恩桥为首，所有的古桥修复，都
没有使用新石材，用的都是从附近村落
淘来的旧条石。”吴维江说，为了还原一
块6米长的青石板，甚至足足等了半年。

如此用心，只为留住文化的印痕、乡
愁的记忆。

吴维江笔记本里有几页会议笔记，
为我们留下了“人民运河”的一朵浪花。

2015年4月，迎恩门风情水街的规
划会上，文物局专家提出，根据世界文化
遗产核心景观的保护原则，建议迎恩桥
周边的设施，在规划的基础上再退30
米，为老百姓留出更多的公共空间。

再退30米，意味着酝酿数年的规划
方案要推倒重来，也意味着规划中的商
业空间大幅缩水。

讨论热烈——
“好不容易啃下了拆迁的硬骨头，如

果调整规划，商业街区的投用又要推迟
了。”有人想赶上世界遗产带来的第一波
红利。

“这条世遗景观保护只是一个‘原
则’，不是硬杠子。”有人举出同类中外规
划案例，用以证明现规划符合“惯例”。

……
吴维江回忆，尽管气氛热烈，各陈己

见，但“千条万条最终还是归到一条，为
群众多留些公共空间”。

会议决定，30米退够，重新规划。
如今的迎恩门风情水街，古桥如虹

卧波，古桥边的戏台上，每周末都有戏剧
表演、直播展示，越红茶、棕编、铜雕等
30多项非遗“住”进了文化客厅。像邵
国勤这样的“运河土著”，有空就喜欢沿
着1.5公里的水街石板路走上一圈，“看
到转角处的青石狮子，我就觉得小时候
的味道还在，幸福感满满。”

如果说绍兴迎恩门带给了运河人家
幸福感，那么杭州运河二通道，则开启了
大运河这条历史上的“财富命脉”通向海
上丝绸之路的新时代。

2023年7月18日，京杭运河杭州段
二通道通航，大运河南端的“北门户”临
平三河交汇、古今并流。为保护700余

年历史的广济桥而绕道25年的运河水
运，自此打通“梗阻”、百舸争流。

这一天，地处临平大运河之畔的春
风动力物流总监方建笑了，公司每月
2500标箱的出口货物可以从下沙港装
船，向北驶向嘉兴乍浦港，“水水中转”从
宁波舟山港出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通
达全球200多个港口，“现在我们从下沙
港装船，海河联运的成本一举下降30%
到40%，有效对冲国际物流运价上涨、
缓解舱位紧张。”

同样，长期往返下沙港、乍浦港的船
户杨勇军也笑了，“运河二通道一开通，
去乍浦港的订舱起码翻了一番，以前一
周‘开三歇四’，现在周末都排满了。”

从杨勇军的驾驶舱望出去，大运河
临平段70米宽的运河二通道上船行如
梭，白鹭翩飞，潮平岸阔，绿道如茵。据
统计，从去年试航以来，杭州运河二通道
已累计过闸船舶近2.8万艘次，船舶过
闸量超2000万吨。

2020年11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扬州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时指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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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谨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
托，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千年大运河承
载着民心，流向远方。

（三）时代新河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十
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
时指出，“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
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

4个月后，大运河申遗成功。此时，
大运河畔一家历史悠久的大型企业也走
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杭州钢铁集团
公司搬迁工作提上了议程，留在大运河
畔的3.07平方公里厂区何去何从？

“杭钢因大运河而生，今天要怎么反
哺大运河？”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战略
投资部部长朱彤回忆说，这是当时的杭
钢考虑的第一个问题。

60年前，先辈们挥镐担土开挖了连
接大运河的支流——杭钢河。从此，大运
河日吞夜吐，成为钢铁巨人联通世界的生
命线。今天，这片工业热土又能为全人类
的共同文化遗产大运河做些什么？

彼时的杭州，地价已是寸土寸金，
“坐拥”世界遗产的2600亩水景宅地“价
值连城”。当时有人提议，开发优质楼
盘，增加财政收入，补贴将杭钢土地收归
国有的补偿资金。

更长远一点的，也有人提议：建一个
大型主题乐园，提升杭州的城市品质。

很快，一个“住宅+主题乐园”的建设
方案，提交给了杭州市委、市政府。从原

则上看，这个方案并没有偏离杭州“借地
生财为主、财政投入为辅”的运河综保资
金筹措思路，也对城市品质有所提升，但
割裂了大运河正在发生的历史，给沿岸
的近现代工业遗迹带来不可逆的损害。

杭州很快否决了这个方案，决定把
杭钢半山钢铁基地的改造交给杭州商旅
运河集团。

“市委给我们出了个题目，怎么样
‘创造性继承、创新性转化大运河文化遗
产’。”时任杭州商旅运河集团战略规划
部主任汪伟涛记得，经过专家研讨，杭钢
半山钢铁基地的命运有了定论：活化利
用工业遗迹，建设一座大运河杭钢公园！

2023年5月，大运河杭钢公园一期
开园，一号高炉改建成了文化中心、图书
馆、咖啡吧；焦化厂主厂房成了大型文化
沙龙，今年6月刚举办了大运河京杭对话
论坛。不远处，10万平方米大草坪上个
月举办的音乐节吸引了6万名观众，大运
河杭钢公园二期也已开工，33米高的气
柜正被改建成28米深的潜水馆……

走上绿色发展之路的杭钢也迎来了
新生。“曾经杭钢应‘运’而生，如今在顺

‘流’壮大。”朱彤说，杭钢开启了由“炼铁
成钢”到“炼数成金”的转型之路，一家包
罗数字科技、节能环保、钢铁智造、现代
流通等产业协调发展的世界500强巨头
崛起在大运河之畔。

在杭钢的示范下，曾经受惠于舟楫
之便从“大运河漂来”的两岸大厂纷纷作
出了抉择——

曾经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油库脱胎建
成小河公园，巨大油罐改造成的星巴克
爆红出圈；

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变身为丝联
166创意产业园，浙江麻纺厂余杭分厂
改建为大运河1986文创园；

原第一通益公纱厂旧址成了中国扇
博物馆，桥西土特产仓库就是如今的中
国刀剪剑博物馆……

发生在“十里银湖墅”的生动实践，
为古老大运河注入新的工业文明遗产，
焕发着青春的粼粼波光，流向远方。

（四）赓续文脉

从良渚遗址保护时的一线督导，到
浙江古村镇古街区保护的重要指示；从
视察西湖综保工程到专程调研磐安古茶
场，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保护文化遗产的
故事，至今在之江大地广为流传。

2005年5月到6月，不到一个月的
时间里，习近平同志连续6次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作出批示。时任浙江省
文化厅厅长杨建新曾回忆说，“当时，
习书记的这6次批示在全国传为佳话，
大家都羡慕我们有一个如此重视文化的
省委书记。”

2005年5月11日，习近平同志向省
文化厅和杭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作
出明确批示：“我省在世界遗产申报方面
尚属空白。‘申遗’是有许多条件的，也要
下决心，花代价。”

……
习近平同志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

极端重视，源于他对文化的深刻认识。
他说过，“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人民群
众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与经
济发展交融贯通、相得益彰，影响着浙江
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习近平同志的精辟论述和具体指
导，给浙江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打下了
深深烙印。

2012年，大运河申遗即将进入冲刺
阶段。海宁长安闸，“一坝三闸两澳”的
水工设施经考古挖掘全部展现，成为我
国水利工程技术长期领先世界的实证，
是大运河“中国古代科技长廊”不可多得
的文化景观。

但一座离长安闸仅500米、耗资百
万元新建的防洪闸挡住了申遗整治之
路。高达十米的双塔式闸体挡住了海宁
段运河唯一一座古虹桥与长安闸的视线
通道，现代化建材外观更破坏了古运河
的历史风貌。

浙江省文物局、古建筑设计研究院的
领导专家，乃至国家文物局的专家轮番来
现场视察，一致提出：古虹桥与“一坝三闸
两澳”中老坝的景观视廊必须打通。

当时海宁市文化局派驻长安镇的申
遗联络员高建林回忆说，当海宁申遗办
副主任朱红刚在申遗工作会上说出“拆
闸”两个字，会场立刻响起嗡嗡的议论
声，许久不绝，主持人只能宣布择期继续
开会。

当时，指导整治工作的时任省文物
局文物处处长郑建华，借鉴良渚遗址保
护的经验和做法，和专家组一起耐心地
解释沟通，大家终于在易地重建新闸的
问题上达成了广泛一致。

后来，朱红刚回忆：“拆闸的过程，其
实就是习书记讲的‘下决心，花代价’的
过程。”

拆闸后，海宁政府特意选了一座位
置合适的石桥，修建了“桥闸一体”的防
洪闸，两全其美。

2013年，联合国世界遗产保护专家
莉玛·胡贾现场看到长安闸后为之倾倒，
大赞“长安‘一坝三闸两澳’是中国大运
河申遗的金名片”。

第二年，当申遗成功消息传来，长安
镇居民自发摆起长街宴，20张圆桌沿运
河排开，把酒欢庆。“我们就知道当初的
决心下对了。”高建林说。

千年大运河，水脉载着文脉，留下了
千姿百韵、仪态万方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湖州练市的船拳就是其中之一。

船拳始于吴越春秋，盛行于明清，具
有吴越地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的特
征，最盛时运河船民户户习拳，保安护
货，后来演变成嘉湖一带的盛大年俗。

然而，伴随漕运的没落，这朵中华传
统武术的奇花差点枯萎。今年71岁的
传承人陶新卫说：“2000年的时候，几乎
招不到徒弟，刀枪都生了锈。”

情况在2004年左右迎来了转机，
“有一天，南浔区文旅系统一位姓沈的主
任带着一群人到我家，进了门就握着我
手说，有什么困难就跟我们说。”他说，后
来，政府还划拨了一笔5万元的经费，

“以后年年有”。
船拳的境遇发生了变化。2006年，

练市小学引入船拳教师，非遗船拳走进
课堂；这一年，陶新卫一口气收了几十个
徒弟，弟子雷仲孝被聘为练市小学船拳
课教师；

2009年6月，“练市船拳”被列入浙
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当地“船
拳协会”会员如今已超过300人，频频登
台参加民俗表演……

河流是文明的滥觞，时代的镜像。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

大运河文化带作出重要指示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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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件上，设施建起来。浙江建成了
浙东运河博物馆，改造提升了杭州京杭
大运河博物馆等一批标志性项目，涌现
滨江西兴古镇等一批文化集镇，横跨杭
州、宁波、嘉兴三地的精品旅游廊带跃然
水上；

软件上，文化走出去。浙江原创的
大型舞蹈剧《遇见大运河》，一路走过大
运河沿岸六省两市，走过法国、德国、埃
及等世界著名运河流经之处，在全球巡
演200余场，遇见30多万观众，向世界
讲述具有独特浙江韵味的中国故事；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运河之舟”扬
帆启航，扬州的“非遗”文化园开园迎宾，
苏州的“运河十景”续写姑苏繁华……横
跨8个省市、10个河段的大运河国家文
化公园正在建设中，沿线璀璨文化带、绿
色生态带、缤纷旅游带建设持续加码，多
元文化空间不断增加。

“浙江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
设中始终走在前列，不断探索创造性保
护、创新性发展的举措。”省委宣传部相
关负责人介绍，浙江段共有 110个项
目，累计完成投资总额超 1800亿元。
今年5月，浙江又出台了《大运河国家文
化公园（浙江段）建设三年提质行动计
划》，将在研究阐释、遗产保护、基础配
套、业态培育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标志性
成果，打造在全国有示范引领作用的生
态景观河和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人文经济带。

源头活水滚滚而来，“人文运河”奔
流不息。承载着沿岸人民共同的梦想，
古老大运河正以前所未有的活力，流向
更加美好的远方。

“人民的运河”“游客的运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