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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领域多个专家出谋划策

11月 11日，主办方特邀全国规
划、建设、文化、文物、旅游、水利等
各界专家学者，20 余名国内知名专
家齐聚一堂，为古荥大运河文化区
出谋划策。

研讨会围绕如何保护、开发和
利用惠济区现有的历史文化遗产，
通过深入分析挖掘大运河的历史
文化内涵，为保护、开发和利用大
运河文化区规划定位，为保护、建
设和利用荥泽古城理清思路，为
城市规划建设、旅游策划、文物保

护、项目开发等出谋划策。这也
意味着，古荥大运河文化区建设
正式拉开序幕。

本 次 研 讨 会 由 中 国 城 市 规
划 学 会 风 景 环 境 规 划 设 计 学 术
委 员 会 主 办 ，郑 州 市 城 乡 规 划
局 ，郑 州 市 文 物 局 协 办 ，惠 济 区
人 民 政 府 承 办 ，区 委 书 记 黄 钫
致 开 幕 辞。

“惠济区北临黄河，西依邙山，
是郑州市5个行政区之一，惠济区区
位优势明显，生态环境优美，历史文

化积淀厚重，人文景观保存完整。”
黄钫在开幕辞中表示，近年来，惠济
区按照“一核一带三组团”空间布局
和“一核引领、一带振兴、组团发展、
多点支撑、全域旅游”总体思路，着
力打造“产业融合发展创新区、生态
宜居宜业旅游城”，旅游优质品牌已
经在省会打响。他衷心希望各位专
家就古荥大运河文化区的保护、规
划、建设、发展、运营、管理发表真知
灼见，共同促进中原文明、运河文化
的传承与发展。

曹昌智 中国名城委副主任委员、国家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住建部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同济
大学博士生导师

要注重运河保护

首先要梳理一下历史文脉，整合资源，
规划必须在遗产保护的基础上，注重运河保
护，不能单靠打造仿古建筑，人造景观。

于赓哲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央视《百家讲坛》名师

寻找郑州的文化高点

组织考古、文史学者进行系统化研究，
将运河与水利仓储、驿站乃至都城制度、区
域历史文化相结合；将通济渠郑州段遗
址、鸿沟、敖仓、河阴仓、荥泽县城隍庙、汉
代冶铁遗址、纪信庙串联成系列景点；国
内目前缺乏长距离、景色优美的单车骑行
线路，可考虑将惠济桥古河道沿线开发成
骑行旅游线路；公正、正面地面对隋炀帝功
过，强调隋炀帝与郑州大运河的关系。

刘结成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
助理、副调研员，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协会常
务理事

互联网+视域下开发利用的思考

首先要弄清古荥大运河文化区是什么、
有什么，要做类别文化的代表、城市文化的
代表、时尚文化的代表。思考有什么、缺什
么、建什么，产业怎么布局，人气怎么聚集。
建议3+发展原则：创意+旅游，品牌+产业，平
台+生态。

范广军 河南大学教授、博士、区域经济
研究专家

“旅游+”战略打造“文化名片”

要注意旅游经济的外部性，古荥大运河
的开发要与惠济区经济的发展相联系，可以
发展旅游+地产、旅游+现代仿古农业、旅游+
健康养老产业等战略。

王志芳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副教授、美国德州农工大学景观与城市规划
系助理教授、博士

多功能遗产廊道规划设计

首先要有清晰的定位，大运河文化区
要定的不是景，而是人，要对使用者进行定
位。以点带面，抓大放小，以政策代投资。
站位要高，从全区、全市乃至全省的角度，
为惠济大运河历史文化区的建设和发展出
谋划策，要克服固步自封，小打小闹的意
识，敢想敢做，谋求更大更快的发展。高标
准规划，聘请国内外一流的规划设计团队，
依托当地的文化特色资源，高标准规划设

计，既融入地方特色，又体现未来长远发展
思路。强化政府引导，要加大政府投入，出
台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研究确定文化产业支
撑的具体范围，加大税收扶持力度，支持历
史文化区的建设和发展。加大金融支持，策
划好项目，强化与银行金融机构对接沟通，
加大对惠济区大运河历史文化区的金融支
持力度，设立惠济区大运河历史文化区建设
投资基金。

王富德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
理专业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老教授协会
旅游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探析古城镇旅游发展

要彰显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的符号，正确
诠释文化是灵魂，旅游是载体；处理好市场、
产品、资源三者之间的关系，给旅游者一个
合理的理由；明确市场在哪里，精品有哪些，
旅游目的地主题形象是什么；让地下的文化
到地上来；明确名城名镇旅游的核心吸引力
和诱人的理由。

王亚博 北京大地云游科技有限公司
CEO、大地风景国际咨询集团合伙人、北大
旅研大数据中心主任

“DTIP”模式旅游目的地构建与整合营销

IP 原意是指知识产权，近年来，IP 概念
在互联网及影视娱乐圈越发火爆。旅游目
的地 IP，简单来说就是简单鲜明有特色、能
吸引游客的元素或符号，能够赋予旅游目的
地以个性及生命力。旅游目的地 IP 可以是
故事，可以是文化，可以是建筑元素，亦可是
人物、卡通……全域旅游的实现要靠政府政
策引导，企业积极参与，新技术手段互联网+
整合，建立自己独立的旅游目的地生态。

“DTIP”发展模式可以实现精准规划，精准管
理，精准运营，精准营销，找到适合自己的最
佳模式。实现目的地的人工智能，达到智慧
管理，智慧营销，智慧服务。

李美赞 杭州古今园林设计研究院院长

深度思考投资市场化

政府要开放开明，尽最大可能引进投
资。项目能合力合拍，尽快落地。对一个城
市来说，名片建筑很重要。

高永章 中国青旅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执
行总裁

希望开发模式尽快确立下来

保证投资的收回很重要，投资运营谁
来主导？运河文化区建设可设若干个节
点，比如设立码头，围绕码头进行商业开
发，更多的是通过提升运河的整体环境，
为市民提供优美的环境，从而提升整个城
市的环境。

隋唐大运河最早开凿于隋代，以洛阳为中
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
系，北通涿郡(今北京)，南达余杭(今杭州)，全长
2700多公里，成为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

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包括通济渠索须河段
和通济渠惠济桥段两个部分。通济渠索须河

段为现状河道，西起丰硕桥，东至祥云寺村与
贾鲁河交接处，长约 16 公里，呈西东走向，部
分河段河面宽达 40 余米，河堤基宽 20 余米、
顶宽近 7 米，河床宽 200～300 米不等。此河
道现为不通航河流，主要是作为城市泄洪排
涝的景观河道。通济渠惠济桥段现已探明的

河道北起东孙庄村东侧黄河南岸大堤处，南
至索须河段丰硕桥处，全长约 4 公里，除惠济
桥处尚保留一段河道外，其余部分均已埋于地
下。考古勘探结果显示，地下埋藏部分运河故道
宽 150～220 米，两侧断续保留有河堤，经勘探
河堤顶宽 4～6米，底宽8～12米。

大运河文化区为啥落户惠济

惠济区以前叫邙山区。2004
年，因境内遗存隋唐时期荥泽八景
之一的惠济长桥，更名为惠济区。

据了解，在惠济区北临黄河、西
依邙山的232.8平方公里区域内，荥
阳故城、纪信庙、城隍庙、惠济长桥
等国保、省保单位比比皆是。

惠济境内，西山古城被考古界
誉为中华第一城；汉代冶铁遗址是
目前世界上发现时间最早、规模最
大、保存最完整的冶铁遗址；毛主席

视察黄河处、花园口扒堵口等人文
景观保存完整，生态文化、黄河文化
方兴未艾，已成为惠济的符号。

特别是隋唐大运河申遗成功，
跃升为世界级文化遗产，这不仅是
惠济的骄傲，更是郑州市的荣耀。

在郑州市十一次党代会上，明
确了要把古荥大运河文化区作为
提升郑州市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
新核心区的重要载体。

“隋唐大运河是历史文化的瑰

宝，通济渠河段经郑州开封往安
徽方向去，出了郑州，运河因为黄
河泛滥湮没在地下，隋堤烟柳诗
意般的场景只能从清明上河图里
窥见一斑，而在郑州惠济区这样
一个景色秀丽的地区内，河水荡
漾，两岸生态依稀可见，有很好的
条 件 来 做 大 运 河 沿 岸 的 旅 游 开
发 ，这 是 上 天 给 郑 州 送 来 的 厚
礼。”本次参会专家、河南省考古
学会会长孙英民说。

打造有自己特色的运河古城

在当天的研讨会上，中国城市
建设研究院风景园林专业院副院
长、高级工程师王玉洁拿出了初步
方案，并做了重要发言。她表示，
大运河郑州段将以古荥镇为“龙
头”，以大运河遗址带为“龙身”，
打造成一座“运河上的城市”，建设

“一河两岸六园八景十二遗珠”的现
代风情旅游景区。

“一河两岸”指大运河遗址两岸
滨水自然景观带，规划种植垂柳、玉
兰、海棠、桃树、杏树、银杏、波斯菊，建
设运河百里画廊，再现隋堤烟柳胜景。

“六园”指运河古城、运河人家、

运河码头、运河驿馆、运河农舍、运
河渔歌六个文化园区。其中的重点
是运河古城。

“八景”是依托原来老“运河八
景”而建的新“运河八景”：运河伊
始、万舸竞发、纤夫船号、水上船工、
汴水清沙、贾鲁胜景、筒车兴农等。

“十二遗珠”则是指散落在大
运河区域内的人文景观，包括：王
氏宗祠、程氏家庙、惠济桥、花园
口决堤遗址、红光寺、岔河遗址、
小双桥遗址、玉皇阁、祥云寺等。

在谈到方案时，王玉洁说，在所
有规划里，都提出惠济的定位是生

态、旅游、休闲的概念，隋唐大运河
的世界遗产加古荥镇的中国历史文
化名镇的概念，是惠济最大的特色，
也是两大顶级资源，在全国，这样品
质的资源都很稀缺。

“规划区域位于惠济区中心地
带，包括世界遗产隋唐大运河郑州河
段及荥阳故城，总规划面积约44平方
公里。惠济区目前有世界级遗产 1
处，国家级文保4处，省级文保5处，市
级文保9处，资源富集。可能运河上
的古城很多，但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深
厚的底蕴，一定会有特色的，也一定会
塑造出自己的特色。”王玉洁说。

看各位专家支招

关于隋唐大运河

11日，研讨会开了一整天，来自全国规划、建设、文化、文物、旅游、水利等各界专家
学者，分别对古荥大运河文化区出谋划策。快来看看各位专家都带来了哪些宝贵建议。

惠济要建运河古城“古镇游”不用舍近求远咯
郑州段将以古荥镇为“龙头”，以大运河遗址带为“龙身”

“一河两岸六园八景十二遗珠”的现代风情旅游景区即将开建

在研讨会上，大家最关注的莫
过于过去的荥泽古城，现在的古荥
镇会变成什么样子。

王玉洁表示，荥阳故城遗址、古
荥冶铁遗址、纪信墓及碑刻还有荥
泽县城隍庙都是大运河遗产保护规
划里的重要保护遗址。

当年楚汉相争，双方以鸿沟为
界，平分天下。如今的设计将以运
河为主线，以“运河古城+水上新城”
的宏大布局，重现当年气势恢宏的
汉代荥泽古城风貌。

运河古城将依据荥阳县志，修
复城墙城门，恢复汉代古城的道路、

集市和房屋等，重现汉代荥泽古城
风貌。在古城内，打造汉代居民生
产生活展示区、明清城市生活展示
区、古荥冶铁遗址展示区、田野风光
区，打造以荥阳故城为核心，以运河
为主线，以水城为特色，以遗址观
光、科普教育、文化体验和主题娱乐
为主要内容的5A级旅游景区。

古城外，利用现有的城镇用地
配套旅游景区所需要的吃住行购物
娱乐等服务设施，合理安置搬迁居
民，营造环城绿带水系，形成新时代
的水上新城，满足宜居宜游的生态
城市新理念。

另外，依据现有方案，还要恢复
古城的城隍庙和护城河体系，将在
古城西侧沿运河建设水上新城，打
造旅游配套区。内游外住，相辅相
成，以特色旅游带动产业转型升
级。新区以水系绿地景观形成新城
风景特色，水系贯穿、水网交错，形
成运河上的古城和水上新城。

可以想象，有了鸢尾花溪、林泉
倒影的优美生态，有了荥泽古城的
厚重与恢宏，未来的郑州北区，将成
为一座集文化旅游与优美风景为一
体的宜居新城。

重现荥泽古城风貌

■历史小知识

随着中国大运河郑州段的申遗成功，大运河到底怎么规划？如何保护和开发？荥泽古城片区各类文化遗产怎么保护?11月11
日，惠济区举行了古荥大运河文化区保护与开发研讨会。会上透露，惠济区将用两年时间打造荥泽古城，并公布了古荥大运河文化
区的初步设计，按照现有设计，惠济区的古荥镇可能变成一座“运河上的城市”。根据计划，2018年年底前，荥泽古城基本完成古城
开发和运河示范段等建设，并投入试运营。 记者 鲁慧 通讯员 连敬春 张超 文/图

古荥东城门效果图 古荥大运河龙形水系介绍

古荥大运河文化区保护与开发研讨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