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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淌不息的大运河，跃动着强劲的千年文脉。
大运河就像一本书，吸引着人们反复阅读，每读一

次，都会给读者带来新的认知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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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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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河西岸，矗立着一座直插云天的古塔，这座始建
于北周时期的古塔叫燃灯塔，曾是当时通州最高的建筑
物。金元以来，从南方长途跋涉到此的漕运兵丁，远远
看到古塔的塔尖，便松了一口气，终于到北京了。“一枝
塔影认通州”因此而来。

大运河文史专家、通州区政协特邀文史委员任德
永介绍，此处是漕运的终点，码头就在古塔北侧“二水
会流”处。

“二水会流”是古代通州八景之一。历史上，温榆
河与潮白河在此交汇，向南奔腾而去，形成“二水会流”
壮阔景观。此处便是北运河起点。明代吴仲重开通惠
河，将元代郭守敬所开通惠河的河口从张家湾改在通

州城北，在“二水会流”以南流入北运河。如今，北关拦
河闸以下仍留有“二水会流”的影子。

张家湾古镇南门，望着保存完好的通运桥上的铺
路石板，北京作家柴福善时不时俯下身，抚摸深深的辙
印，仿佛在触摸运河的文脉。桥基石墩旁，巨石之间均
有腰铁相连。他笑着解释其中的门道：“这腰铁已经五
六百年了，镶嵌在两块条石缝隙间，使之连为一体。石
墩稳住了桥基，沉重的物资得以从桥上运进北京城。”
而在大运河沿岸，这种腰铁如今已经不常见了。他说，
铁器本来是农耕工具，却被古人灵机一动，用在了大运
河建筑工程上。创造腰铁的人，不知是何朝何代的人，
但是，腰铁却改变了中国的建筑工程史，使建筑有了超
强的坚韧性和耐久性。“如今我们能在运河边看到保存
完好的桥基，都是因为有腰铁连接的石墩保护。”

“腰铁显然已经成为大运河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传
统技术如今仍可以科学利用。比如，古建筑的修复，仍
离不开腰铁，说不定这一技术还会派生出新的高科技
发明呢。”柴福善说。

同心协力擦亮大运河金名片同心协力擦亮大运河金名片
本报记者 韩梅

““远看通州城啊远看通州城啊，，好大一条船啊好大一条船啊，，高高燃灯塔呀高高燃灯塔呀，，是条大桅杆呀……开船喽是条大桅杆呀……开船喽。。””
今年今年66月大运河京冀段月大运河京冀段6262公里游船通航以来公里游船通航以来，，千年古韵随大运河的波光流淌在京畿大地千年古韵随大运河的波光流淌在京畿大地。。沿岸风景沿岸风景

如画如画，，美不胜收美不胜收。。二水会流二水会流、、运河号子运河号子、、遗产小道遗产小道、、张家湾码头张家湾码头、、香河中心码头香河中心码头、、红庙金门闸等北运河文化红庙金门闸等北运河文化
景点成为网红景点景点成为网红景点。。

无独有偶无独有偶。。今年今年99月大运河沧州城区段实现游船通航以来月大运河沧州城区段实现游船通航以来，，累计约累计约33万人次乘船旅游万人次乘船旅游，，““一船明月过一船明月过
沧州沧州””的盛景时隔的盛景时隔4646年后再次成为现实年后再次成为现实。。尽管通航里程只有尽管通航里程只有1313..77公里公里，，但是沿岸居民实现了乘船游览大但是沿岸居民实现了乘船游览大
运河运河、、亲近大运河的梦想亲近大运河的梦想。。

据介绍据介绍，，大运河京冀段游船互联互航和沧州城区段游船通航以来大运河京冀段游船互联互航和沧州城区段游船通航以来，，近近1010万人次乘船游览大运河京津万人次乘船游览大运河京津
冀段冀段。。人们在乘船饱览大运河美丽风光人们在乘船饱览大运河美丽风光、、尽享旅游通航带来的幸福和喜悦的同时尽享旅游通航带来的幸福和喜悦的同时，，也掀起了大运河文化也掀起了大运河文化
保护保护、、传承和利用的新高潮传承和利用的新高潮。。

““通航通航，，意味着连接和协同意味着连接和协同，，协同协同，，意味着创新和发展意味着创新和发展。。尽管尽管，，相对于全长相对于全长529529公里的大运河京津冀段公里的大运河京津冀段
来说来说，，7575..77公里的通航里程不足七分之一公里的通航里程不足七分之一，，但是它摒弃了过去但是它摒弃了过去‘‘条条块块条条块块’’管理模式管理模式，，满足了大运河活态满足了大运河活态、、
线性保护的需要线性保护的需要，，强化了沿岸生态保护的整体效应强化了沿岸生态保护的整体效应，，让大运河重焕千年活力让大运河重焕千年活力，，这也是京津冀同心协力擦亮这也是京津冀同心协力擦亮
大运河文化金名片的生动实践大运河文化金名片的生动实践。。””大运河文化研究专家陈喜波说大运河文化研究专家陈喜波说。。

这是一条流金之河这是一条流金之河、、文化之河文化之河、、历史之河历史之河，，更是一条协同发展之河更是一条协同发展之河。。

“京津冀协同发展弘扬大运河文化，大
运河也在滋养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国自然
资源作家协会主席陈国栋说，相信“活态”复
苏的大运河一定能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发挥
更大作用。

行走大运河京津冀段，实现75.7公里旅游
通航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让沿岸人民切切实
实收获了获得感——

在北京通州段，正紧锣密鼓建设京城东部
首个5A级旅游景区——北京（通州）大运河文
化旅游景区。AR、VR、MR 等数字技术手段
营造的帆樯林立、舳舻蔽日、漕粮进京、运河风
韵、通州八景等一系列场景，将让游客沉浸式
体验运河古今。目前，通州区已搭建完成智慧
园林系统平台，上线游客小程序，实现了景点
介绍、导览、投诉建议等一站式服务。

在河北香河段北李庄村，景泰蓝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广维正在向游人展示景

泰蓝技艺。景泰蓝发源于北京皇宫，已有 600
多年历史，因在明代景泰年间最为繁盛，得名
景泰蓝，其 108道制作工序流传至今。清朝末
年，香河人安厚斋进京学习景泰蓝技术，在此
基础上创制的宝华蓝颇受清廷赏识，于是香河
景泰蓝就闻名大运河了。

2019年，大运河香河段游船通航相关工程
启动，村里迎来了一批北京朋友，要在此建设
大运河田园旅游景区，为张广维带来了转型发
展的好机会，借助这个平台，他们的收入有了
大幅提高。

大运河沧州城区段素有“九曲十八弯”之
称，按照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标准新建的12座旅
游码头和6座步行景观桥美轮美奂；新植的6.7
万余株乔冠木和2000多亩绿地，形成了两道绿
色长廊；藏在绿廊中的百狮园、运河公园、南川
楼文化街区等文化古迹免费开放，成为人们乘
船游览的好去处。

流淌不息的大运河，千年来默默沟通南北，
连接东西，滋润两岸，以“活态”遗产的姿态哺育
着中华大地。

有人说，中国有一个大写的“人”字，长城
是一“撇”，大运河是一“捺”。而大运河在中国
大地上写下了另一个“人”字：从洛阳到杭州是
一“撇”，从洛阳到北京是一“捺”。而京津冀段
是“捺”中“浓墨重彩”的部分，收笔处正是大运
河的最北端——北京通州。

“京杭大运河的形成、保护和利用本身，就
是区域协同发力的结果。”陈喜波说。

自隋唐大运河开凿以后，北京地区的水路
交通地位日益上升，城市地位愈加重要。随着
金代北京正式成为都城，开始实施漕运向都城
运送粮食等物资。元明清时代，北京成为大一
统王朝的都城，运河成为都城建设和繁荣发展
的生命线。元代在隋唐大运河基础上开凿山
东运河，构建了今日京杭大运河的基本格局。
明永乐年间，工部尚书宋礼听从汶上老人白英
的建议，引汶水至南旺入运，山东段运河水源
问题彻底解决，从此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从
南方运往北京的木材等物资，均由运河沿岸各
地共同“接力”运输完成，京津冀段的协同发力
早已达成了默契。

每一处河道，每一座码头，每一条船，都见

证着大运河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2014年，
中国大运河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如
何可持续地展示这条千年文脉，京津冀三地一
直在探索。

头枕大运河的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同
脉、人缘相亲，协同发力：

——聚焦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制定
了实施规划和行动计划，组建了协同发展工
作机构和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大运河活化利
用效能；

——出台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保护相关规
划和措施，协同开展大运河文化带区域建设；

——协同设立了大运河文化联合大展，定
期展示景泰蓝、泥人张、吴桥杂技等大运河相
关非遗项目；

——共享大运河数据，共同守护一汪清水；
——京杭大运河北京通州段 42公里河段

与河北廊坊段20公里河段同时开通游船通航；
——京津冀晋鲁水利部门在水利部指导

下联合启动京杭大运河黄河以北补水工程，京
杭大运河黄河以北段百年来首次全线通水；

……
三地在同一目标下协同发力，使这条历史

上的黄金水道，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走向更高
水平的纽带。流淌不息的大运河，记录着千年古城的成长印记。

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强调，通州
有不少历史文化遗产，要古为今用，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
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

在大运河北京通州段，齐欣望着正在修缮的“大运河
遗产小道”很感慨，“人们对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
传承和利用的认识更深了。”

齐欣是人民日报海外版世界遗产版主编，大运河遗
产小道的发起者。

大运河遗产小道是齐欣参与大运河申遗过程中首倡
的大运河文化遗产体验和保护项目。2009年 6月，大运
河遗产小道第一块石碑在大运河北京通州段落成，著名
文物学家、大运河申遗三元老之一罗哲文题写了碑名并
揭幕。

“大运河遗产小道是指在大运河遗产范围内逐步全
线连通的体验线路。它有三个特点，第一，位于大运河本
体之内，或遵循历史记载路线；第二，不破坏任何风貌，鼓
励利用现有设施进行连通；第三，使用电子地图，可以定
位遗产小道的具体方位。大运河遗产小道鼓励在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中，用遗产小道连接大运河沿岸公园景观，强
调连通而不是新建，其最好的体验方式是长距离步行和
骑行。”齐欣介绍。

近年来，京津冀三地每年都有大运河遗产小道研究和
体验者，自发行走、体验和踏勘更新各地的遗产小道线路，
为大运河文化遗产体验线路最终确定而做准备。

如今，在大运河北京段，自昌平区白浮泉经瓮山泊（颐

和园）和长河进入积水潭（什刹海）的遗产小道已经可以实
现贯通；由万宁桥经澄清中闸的遗产河道连通通惠河的路
段，正在融合中轴线遗产体验线路进行重新规划。通惠河
全线尤其是抵达北运河前的大运河遗产河道，也是遗产小
道体验的重点。由大运河遗产小道第一个路碑向下游延
伸进入河北香河的路段，随着两岸景观整治的完成，也将
随之可以完成踏勘。

天津境内有 71公里的大运河遗产河道，以三岔河口
为节点，可以分别向南运河、北运河两个方向延伸，尤其
是沿南运河南路经红桥区邵公庄、杨庄子延向中北镇、杨
柳青镇的一线，因为是遗产河段，其真实性、亲民性、景观
性和便捷性都极好，是较为成熟的遗产小道理想路线。

在京津冀三地中，河北拥有的大运河郊野景观最为
丰富，“遗产小道”的规模也将会最长、最可观。尤其是青
县-沧州-泊头-吴桥直至进入山东德州的大运河沿线，

“三湾抵一闸”水工景观较多，真实性极好，沿着大堤自然
形成了独特而有趣的遗产小道。

因此，齐欣呼吁大运河京津冀段率先连通遗产小道，
在增加大运河周边公园景观的同时，预留出实现遗产小
道功能的规划。

毋庸置疑，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大运河文化遗产体验提
供了极好的机会，用遗产小道将沿岸公园景观连接起来，
不仅有利于理解大运河文化遗产价值，还能促进京津冀三
地相互吸引、相互流动，也为大运河沿岸文旅体验开创新
路，必将推动京津冀段逐步成为中国乃至全球各地世界遗
产保护与促进遗产促进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的新典范。

文化之河

历史之河

协同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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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波泛舟碧波泛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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