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政协委员，扬州市工商联原主席、市政协原副主席董玉海——

一代接着一代干 让千年文脉奔涌不息
新华日报记者 顾 敏 徐睿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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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之声，水先知。三月，运河解冻，从冰雪中苏醒。

作为活态的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绵延 3200 公里，途经北

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8省（市），至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是世界

运河中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的运河，堪称“中华文明的瑰宝”“华夏大地

的史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

千百年来，大运河滋养着两岸城市和人民，是一条致富河、幸福河。为了“保护好、

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大运河流经沿线省市高度重视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积极谋划推

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在生态治理、环境保护、通航蓄水、遗产保护、民俗发掘、乡村振

兴、产业融合等领域持续发力，擦亮中国大运河这张世界文化遗产的金名片。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围绕“千年运河如何重焕生机”这一共同主题，河北日报

报业集团联合北京日报报业集团、新华日报报业集团开展联动报道，采访全国两会代

表、委员，结合各地特色共话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保护、传承、利用等问题。

编者按

河北日报、北京日报、新华日报推出联动报道“千年运河如何重焕生机”

晴光笼罩、草长莺飞，春日的运河三湾
风景区美如画，千年运河水在扬州中国大
运河博物馆边上缓缓流淌，历史文明与现
代文明在这里交相辉映。

从呼吁尽早在扬州建设一座全国性的
大运河博物馆，到建议让非物质文化遗产
走进大运河博物馆，全国政协委员，扬州市
工商联原主席、市政协原副主席董玉海亲
眼见证并参与推动了大运河博物馆从无到
有的全过程。他高兴地告诉记者，作为大运
河文化带的新地标，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

馆自去年 6 月建成开馆以来，已成为备受
游人追捧的网红打卡地。“大运河博物馆的
建成开馆，是弘扬大运河文化的最重要成
果之一，生动彰显了大运河的千年底蕴、时
代价值、当代形象。”

自2014年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
化遗产名录以来，董玉海一直在为大运河文
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奔走忙碌，多次走访调
研大运河江苏段的相关城市，将相关的调研
成果转化为政协提案。他欣喜地看到，8年
来，各地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视程度越
来越高、推进力度越来越大。国家先后出台

《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大
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施方案》、《大运河
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十四五”实施方案》，充
分体现了国家对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
的高度重视。作为大运河沿线河道最长，流
经城市最多，运河遗产最丰富，列入世界文
化遗产点段最多的省份，江苏正在打造一条
历史与现代、文化与生态、自然与景观相得
益彰的江苏“美丽中轴”。“近年来沿河省市

无论是文化遗产保护还是生态环境，都有非
常大的改善，这些成绩有目共睹，可以说通
过 8 年的共同努力，我们的母亲河重获尊
严、恢复了往日生机。”董玉海说。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站在高起点上的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如何再出发？“要共同保
护好大运河，使运河永远造福人民，关键还
是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做好保
护、传承、利用三篇文章，答好保护与发展
的时代课题。”在董玉海看来，制度层面的
设计规划已经非常完备，“现在关键是各地
如何把规划真正落到实处。”

千年运河除了孕育灿烂的漕运文化，
也形成了大运河两岸不同的人文和历史风
貌。董玉海认为，在挖掘大运河文化带的产
业价值上，不少地方还存在着运河全域线
性文化遗产开发力度不够、同质化程度高
和沿线非遗文化产业传承难以为继等问
题。比如，大运河沿线城市共有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1024项，项目传承人990人，项
目种类多、门类全、价值大，但是扬州玉器

加工、北方剪纸技艺等很多非物质文化遗
产目前还是以展示为主，在产业化上存在
不小挑战。运河沿线城市在产业布局上如
何实现协同发展，还有很多实践层面的问
题亟待解决。“未来，我们要推动大运河从

‘地理空间’转化为‘文化空间’，真正做到
传承运河文脉、复兴千年运河。”

一些新问题新情况的出现，也让他担
忧——个别地方打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
旗号搞过度开发，一些地方在运河边上建
摩天轮、过山车……在他看来，这些开发显
然是忽视了大运河文化带的文化内涵，也
警醒各地今后要正确处理保护和利用、文
化和旅游的关系，在保护传承利用的过程
中不断校正偏差。

大运河，是穿越千年的传奇；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也是千年大计。“做好保护、传
承、利用这三篇‘文章’，需要智慧，更需要
毅力，需要一代代人的接续奋斗。让千年文
脉奔涌不息，我们要走的路依然很长。”董
玉海说。

董玉海。 新华日报供图

水挽京津冀水挽京津冀，，运河绽新颜运河绽新颜
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

2021年10月12日拍摄的沧州市百狮园生态修复区。沧州市百狮园生态修复区原是大运河沿线的两个城中村，目前已成为城市内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资料片） 新华社发

春回北国，冰河初融。“推进京津冀协
同发展”“加强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修复”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做好历史文化
保护传承”……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这些
鲜活的内容，散发着泥土的芬芳、家园的召
唤，涵养着文化自信。

作为流动的文脉、宝贵的遗产，备受关
注的大运河贯穿古今，连接城乡，蕴含着生
态、人文、民生、发展等诸多元素，是历史发
展的见证，正在迎来新的复苏。出席全国
两会的河北省代表委员们纷纷表示，目前
大运河河北段的建设正在全面深入实施，
全省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谋划推进，不断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深入挖掘文化内
涵，努力抓好遗产保护传承，推动千年运河
重焕生机。

一汪清水，联动京津冀

碧波微澜，春风拂面。3 月初，自香河
高庄村附近杨洼闸大桥之上极目远眺，美
景如画，心旷神怡。北运河，自上游祖国的
心脏北京涌出，如一条玉带，蜿蜒南来，润
泽燕赵大地。

“近年来，咱廊坊与京津同步治理北运
河，成效显著。特别是去年 6月底，北运河
廊坊段全线旅游通航，乘坐游船饱览运河
旖旎风光、体验运河魅力，已成为人们的赏
心乐事。”全国人大代表、廊坊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农业推广研究员方金华说，香河
古有“首都之门户、漕运之咽喉”的称谓，是
贯穿北方大运河的重要节点，是大运河出
京第一站。近年来，通过对标京津，谋划实
施水系治理、桥闸改建、码头修建、生态治
理等多项重点工程，北运河再现如画之景。

目前，廊坊市与通州、武清多次沟通对
接，“通武廊”全线通航的联合工作机制，将
北运河廊坊段打造成为全省第一条内陆旅
游通航河流，建成全省第一座具备通航条件
的船闸和集旅游、海事、安全保障为一体的
综合性内河码头，开辟了国际领先、国内最
为先进的数字化旅游航道。香河与通州签
订《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加快实现两地文旅产业资源共建共享，
计划通过5-10年的发展，带动香河全域旅
游人数进一步提升，年旅游总收入提升至约
60亿元。

运河的流淌，凸显着协同发展的深
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拓展了京
津冀协同发展的内涵，沟通起京津冀紧密
相连的千年文脉。”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
政府参事室主任、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
徐英建议，全力巩固拓展北运河廊坊段旅
游通航成果，持续抓好北运河全线旅游通
航，加快南运河河道整治和生态补水，有序
推进适宜河段旅游通航。

“根据相关规划，到 2025 年，适宜河段
将实现旅游通航。届时，正常年份将全线
有水。”来自河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
政协委员纷纷表示，这些年亲眼见证了大

运河的复苏，倍感欣喜振奋，目前大运河北
京段已全线旅游通航，接下来还有望实现
京冀互联互通，届时游客可坐船去北京，循
着历史的河道，聆听运河故事，感受岁月变
迁。不久的将来，“蜿蜒壮丽、雄浑大气”的
运河风情将重现世人面前。

水活景美，润泽两岸业态

运河，是两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河。
大运河河北段全长 530公里，上连京津、下
接鲁豫，流经廊坊、沧州、衡水、邢台、邯郸
及雄安新区等地21个县（市、区），是中国大
运河中颇具北方特色的文化瑰宝，滋润着
千家万户、涵养着生计业态。

“运河的‘运’字，本意就是运输。传统
中国社会体系中，借助水的流转，运河成为
漕粮运输、物产流动、市场构建和社会平衡
的载体。大运河的起落变迁，一定程度上凸
显了中国社会的运行与发展轨迹。”在全国
人大代表、沧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
丽华看来，即便在交通发达的今天，这条传
统水路的复兴，依然在经济建设、生态保
护、乡村振兴等方面意义重大。

沧州大运河段总长215公里，是全国流
经里程最长的城市。近年，围绕运河两岸
生态环境，积极打造运河生态景观带，开展
水质提升和边坡治理，完成全域河道清淤
和岸坡护理，引蓄上游水源 1.8 亿立方米，
实现运河全线有水。吴桥、沧县、青县等大
运河沿线 8 个县（市、区）精心打造总投资
51 亿元的 18 个特色文旅项目，全力打造
215公里运河文旅景观带，推出“运河古郡·
匠心传承之旅”等旅游精品线路……

岂止沧州？在邢台，正在运河沿岸种
植果树，引进优质新品种，借助大运河发展

观光、采摘等乡村旅游，既美化环境，又改
变农村产业结构单一问题，提高村民收
入。在衡水，正积极推进大运河沿线 3 县
1626 个村庄生活污水管控全覆盖，加强沿
岸绿化美化，有效改善了生态环境。省级
层面，正积极推动“通武廊”运河休闲旅游
线建设，以运河为纽带，打造跨省域的运河
旅游大环线……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是生态工程、民
生工程，更是重大发展工程。”全国人大代
表、邢台学院教师教育学院院长陈凤珍建
议，进一步推进建设，带动城乡在规划布
局、产业发展、公共服务、文旅融合、乡村振
兴等方面协同推进，让古老运河焕发新的
生机活力。

水波流动，期盼文化复兴

水是流动的，也是可以溯源的。天一
生水，水是万物之源。历史长河里，中国大
运河始终以其润物无声的情怀，涵养孕育
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根脉。

“作为一条线性文化带，大运河上每一
处码头、渡口、石桥、河道都代表着文化交
汇，见证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
明。”徐英说，大运河河北段遗产丰富、特色
鲜明，有重要价值的运河本体遗存遗址 30
处，南运河沧州—衡水—德州段、谢家坝和
华家口夯土险工“两点一段”列入世界文化
遗产名录。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发挥人才
汇聚优势，组织大运河沿线省（市）文史研
究馆馆员和专家学者深入研究、建言献策，
聚众智、汇众力，着力推进大运河国家文化
公园河北段高质量建设。

“要保护、传承和利用好各类文化遗
产。”全国人大代表、衡水市副市长崔海霞

说，2021年我省制定《河北省大运河文化保
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并编制配套实施方
案，涵盖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文旅融合发展
等领域，构建起“1+6+1”省级规划体系，标
志着我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进
入全面实施阶段。衡水积极行动起来，迅
速制定配套规划，围绕遗址文物保护、非遗
文化梳理、技艺活态传承、运河文艺创
作……大力推进大运河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文物古
籍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目前，我们正在全力推进中国大运河非物质
文化遗产公园建设。”李丽华介绍，去年以
来，沧州实施了南川楼、朗吟楼、清风楼项目
等大运河沿线重点工程，构筑起沧州新的文
化地标格局。还完成泊头沉船考古挖掘，加
强对东光连镇谢家坝、孙福友故居等文保单
位的修缮，运河沿线文化遗址和各类文物得
到保护。其中，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
公园项目总面积约 3700亩。建成后，将成
为大运河沿线八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
展示地。

“犹如流淌在华夏大地的史诗，大运河
需要我们呵护和唱和。”徐英说，要以文化为
引领，共抓大保护，重拾和擦亮散落的文化
遗产珍宝，推动与时代元素相结合。对于河
北来说，要加大对大运河文化研究保护传承
利用项目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完善跨区域协
调机制，加快形成“一轴、两廊、五区、多集
群”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总体发展
格局，打造燕赵文化新高地、文旅融合发展
新样板。

“渔唱樵讴听不辨，人声半在水声中。”
如今，古老的大运河从历史流向未来，正焕
发新的绚丽光彩，唱响新的华夏之声，讲述
新的中国故事。

流淌千年的大运河，自诞生
之日起就背负着连通中国南北的
重任，如今正在连通、沟通世
界。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北京市
委会副主委、北京大学中文系教
授张颐武说，大运河是中国的，
更是世界的，发挥大运河在推进
国际合作和民心相通中的作用，
要重点讲好运河自身、区域文化
和漕运文化三个大运河故事，用
好用足这个“超级 IP”，让世界
更懂中国，也让中国更好地融入
世界。

从漕运通道到世界文化遗
产，中国大运河闪烁着文明之
光。“讲好大运河故事对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有重要意义。”张
颐武说，运河承载着人类互联互
通、共享资源的美好愿望，提示
人类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
体。千年运河滔滔不绝，运河文
化生生不息，长期以来发挥着互
通有无、传承文明、沟通民心的
作用，是展现中华文明开放包容
精神的宝贵文化载体。

“首先要讲好运河本身的故
事。”张颐武说，据统计，世界
上有500多条运河，包括苏伊士
运河等，分布在 50 多个国家。
这些国家都有运河文化。运河
本身就是国际对话交流的通用
语言。只有讲好运河本身的故
事，才能引发共鸣。

“运河有独特的魅力，与自
然水系不同，要靠人工开挖才能
形成。”在张颐武看来，运河是
人类意志改造的成果，其开挖过
程体现了人类改造环境、努力生
存的顽强生命力。与此同时，运
河实现了人力工程与天然水道的
一体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运
河开凿、引水、蓄水、防灾等都
需要技术维护，浓缩着历代不断
学习、超越、攻坚克难的心血与
努力。“不同段的运河，均客观
反映着当地当时的技术水平，是
文明的具体体现。”张颐武说。

其次要讲好运河沿岸文化
故事。张颐武说，大运河区域
的社会文化是由运河及其所流
经区域一代又一代人积累形成
的。京杭大运河跨越多地，包
括北京段、天津段、河北段、
河南段、山东段、江苏段、安
徽 段 、 浙 江 段 ， 历 经 多 个 朝
代，曾有“商船往返、船乘不
绝”的盛况，形成了多种区
域文化，其沿岸还汇聚起
茶艺文化、饮食文化、
桑蚕丝绸文化、地方
戏曲、民间曲艺等，
沉淀了一批极其珍贵
的 历 史 文 化 遗 产 。

“举个例子，咱们通
州运河段就形成并流
传下来通州运河船工
号子这一宝贵的北京传
统民间音乐文化。”张颐
武说。

“另外，中国大运河的命运
始终与漕运制度相伴相生。应讲
好 漕 运 文 化 ， 让 世 界 更 懂 中
国。”张颐武说，漕运制度曾是
中国的重要经济制度，是利用水道调运粮食的一种专业运输，
是历史上管理经验的总结与提炼，反映了中国传统制度文化建
设与发展特质。

围绕“三个故事”，如何让大运河文化在推动国际合作和
民心相通中发挥更大作用？“做好文化挖掘工作，把讲故事的
底子打深、打厚。”张颐武认为，中国大运河联通南北、贯穿
古今，是一部书写在华夏大地上的宏伟诗篇，是流淌的、活着
的，是点、线、面结合的线性文化遗产。把故事讲好、讲活的
关键是要挖掘沿河流域古村落、古建筑、口述历史、传统技艺
等内容。“这些都能成为生动的故事素材。”张颐武说。

从操作层面来讲，张颐武建议，首先要加强顶层设计，
加大国家层面统筹协调力度，充分发挥跨区域、跨部门协调
机制作用，推进运河沿线省市加强文化内涵挖掘，建立机
制，推进文化遗产保护、生态环境修复、文化旅游发展、宣
传推广等方面的沟通合作，推动文旅文创和遗产保护融合发
展。还应做好文化遗产“活化”工作，通过引入互联网+等
新技术手段，加强中国大运河文化展示，让大运河遗产文化
内涵更直观、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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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冀全国政协委员讨论“两高”报告

（上接第一版）有成效的司法举
措，体现了“两高”牢记“国之大
者”的政治本色。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委
员们认为，人民至上是“两高”
报告的关键词。今年“两高”报
告有新意、接地气，回应了社会
热点与关切，给大家留下深刻
印象。报告中涉及制止滥用人
脸识别、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
益、守护百姓餐桌安全、落实看
望老人的规定、防治校园欺凌、
解决上班族诉讼不便问题等，
体现了人民司法为人民的鲜明

态度。
肩负使命，履职尽责。委

员们纷纷表示，要深入贯彻习
近平法治思想，发挥好专门协
商 机 构 作 用 ，履 行 好 委 员 职
责，凝聚更广泛共识，团结一
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推进法
治 河 北 、平 安 河 北 建 设 凝 心
聚力。

全国政协委员、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张妹芝，全国政协
委员、省政协副主席冉万祥、卢
晓光、边发吉、高志立、王宝山
参加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