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年致力于文物及文化遗产保护的舒乙先生曾说：“长城是中国的脊梁，运河是中国的血脉，它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从某种程
度来说，长城是矗立在荒山野岭的古董，是凝固的历史；而运河同样很古老，却还活着，还在发挥作用和发展。”

大运河郑州段，不管她的名字是鸿沟、通济渠、汴渠、贾鲁河还是索须河，都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运河人家，孕育出运河两岸特有的
民情风俗。大运河现存河道索须河，水草丰盈、碧波荡漾，两岸绿草如茵、杨柳依依，隋唐时期的“隋堤烟柳”、明清时的“汴河新柳”等美
景今又重现。不光是河道、河床等遗存保存完好，大运河郑州段的附属遗产惠济桥也是雄姿依旧，相关文化遗产如荥阳故城城址、荥泽
县城隍庙等各具特色，使郑州在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中别具一格。 郑报全媒体记者 左丽慧 武建玲

古老运河，千年流淌，见证变迁，静
待绽放。

5月，由天河路桥沿索须河向东漫
步，但见水草丰美，白鹭翩翩，木栈道和
亭子古色古香，河边的世界遗产标识、文
化浮雕墙及河流有关知识介绍共同讲述
着这条千年运河的灿烂过往。

2014年以来，我市分4段对索须河弓
寨大桥至祥云寺桥段进行生态修复及景
观工程的全面提升。工程将生态修复、
景观提升和文物遗址开发保护相结合，
融历史人文与现代景观于一体，通过水
面扩展、护岸生态修复及水景观建设等，
展示中原水文化，丰富城市文化内涵。
今年，我市还计划启动索须河生态治理
提升第五期工程，对索须河汇合口上游
至弓寨大桥段进行治理。

除了市级层面的保护治理，今年1月
20日，《河南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
实施规划》发布，郑州大运河迎来新的发
展机遇。

据省发改委主任何雄介绍，《规划》

划分了核心区、拓展区和辐射区，在空间
布局上，谋划了“两轴三极七片区”。“两
轴”是指依托隋唐大运河南北两段运河，
根据沿线城镇历史地位、文化资源等，打
造沿通济渠古都发展轴、沿永济渠古城
发展轴。“三极”是指发挥洛阳、开封、郑
州三大古都历史资源富集优势和辐射带
动作用，打造运河示范城市。

按照《规划》，到2025年，大运河文化
遗产实现全面保护，大运河水量保证率
进一步提高，实现适宜河段旅游通航生
态空间布局基本形成，河湖水质明显改
善，一批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和大运河统
一品牌基本形成；到2035年，大运河文化
遗产实现科学保护、活态传承、合理利
用，绿色生态廊道全面建成，力争实现郑
汴洛旅游通航和卫河主要点段旅游通
航，“千年运河”文化旅游品牌具有较高
知名度和吸引力。

在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方面，《规
划》明确了培育运河文化旅游主题特色
线路，其中，以二里头、偃师商城、荥阳故

城、郑州大河村、安阳殷墟等为代表的华
夏历史文明体验游是重点培育的特色线
路之一。

据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宋丽萍
介绍，我省还将致力于打造运河文化旅
游品牌。依托运河风光、特色村镇和民
俗文化，打造一批旅游特色村和乡村度
假地，叫响“运河人家”乡村旅游品牌；
结合运河生态廊道建设，布局健身步
道、自行车道、体育公园、休闲小镇等，
策划举办龙舟、徒步、马拉松、自行车
赛等群众性活动，叫响“漫游运河”体
育旅游品牌；支持运河沿线城市依托
老旧工业厂房、仓库等规划建设公共
文化休闲和创意空间，叫响“创意运河”
文化旅游品牌；引导运河沿线地区因地
制宜发展文化旅游演艺，推动运河主题
演艺升级迭代，叫响“光影运河”旅游演
艺品牌。

期待郑州大运河在新时代焕发新的
活力，展现新的魅力，成为一条璀璨文化
带、绿色生态带、缤纷旅游带。

贯通我国南北的大运河，相传自大禹
始，连绵至今，以广阔的空间跨度、巨大的成
就、深远的影响而成为文明的摇篮之一，为
国家的统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做
出杰出贡献，成为中国人心目中另一条“母
亲河”。

“在航运轮船、铁道火车、公路汽车、航
空飞机等现代化交通方式出现之前，人类的
交通运输方式主要靠人力、畜力和自然力。
而人力、畜力这些低效率的运输方式适应不
了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在风力和水力等自
然力中，水上交通是唯一比较方便的运输方
式。”郑州市文物局局长任伟这样解读中国
运河文化的发端。我国流域100平方公里以
上的天然河流有5000多条，大小湖泊900多
个，具有发展水运的优越自然条件。据记
载，早在公元前 2500年，我国先民就已经制
造出舟楫从事水运，商甲骨文中已有“舟”
字，在周朝，黄河、长江和珠江流域已有较大
规模的内河船。人类在利用天然的内河、
湖、海航运的同时，很早就懂得挖掘人工运
河，接通天然河道，扩大航运范围。

东周时期，诸侯称霸。公元前361年，魏
国在郑州地区挖掘改造鸿沟，自黄河引水经
荥泽、圃田泽至大梁，同时又沟通淮河北岸几
条主要支流，构成黄淮之间的水上交通网络，
形成初步的漕运通道，鸿沟成为中国大运河
之始。到了隋代，大运河开凿进入鼎盛时期。

“中国大运河属线性文化遗产，贯穿中国
中东部地区，由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
东大运河三部分组成。隋唐大运河自洛阳
始，过巩义到郑州北部的荥阳故城，向北凿永
济渠通北京，向东南凿通济渠、邗沟、江南河
达杭州，以郑州为中心点，呈扇形覆盖中国中
东部，使中原文明顺水而行，传遍运河两岸、
大江南北。”任伟认为，作为大运河水路枢纽
的郑州，在推动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促进各
民族融合和国家大一统方面，功不可没。

光彩夺目的运河遗产，与郑州古老
的黄河文明、博大的嵩山文化在郑州这
座城市交相呼应，丰富了郑州作为中国
八大古都之一、世界历史都市联盟成员
城市、历史文化名城、全国六大遗址片区
之一的文化内涵。

2014年 6月 22日，作为世界上最长
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既是经济之河又
是文化之河的中国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
遗产名录，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作为中
国大运河的一段重要河道，也成为郑州
的又一处世界文化遗产。

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世界文化遗产
项目位于郑州市惠济区，包括通济渠索
须河段和通济渠惠济桥段。通济渠索须
河段为现状河道，主要为城市泄洪排涝
景观河道；通济渠惠济桥段经考古调查
和局部试掘，确认埋藏于地下的河床、河
堤遗迹基本保存完整。

“大运河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血
液，是城镇发展繁荣的催化剂，大运河郑州
段作为中国北方地区自战国至明清运河开
发利用史的见证，是在农业文明技术体系
下的人类非凡创造力的体现。”任伟认为，

除了河道本身的考古价值，通济渠郑州段
也是催生并见证郑州地区大运河开发、城
市振兴、经济发展、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
历史遗存，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2000多年前因郑州运河而兴的荥阳
故城与古荥汉代冶铁遗址仿佛在诉说古
运河繁华的过往，荥泽县城隍庙和纪信
庙所体现出的忠烈精神与城隍文化，更
是历代运河人精神的延续；惠济桥雄姿
依旧，见证了郑州运河的兴衰……这些
珍宝作为运河沿线相关文化遗产，使郑
州大运河的完整性、重要性得以体现。

另一条伟大杰出的“母亲河” 世界文化遗产璀璨夺目

新时代一河揽尽千年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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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中心城市培为国家中心城市培““根根””铸铸““魂魂””让郑州文化让郑州文化““立立””起来起来““活活””起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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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
神家园。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兴文化”时
强调，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
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郑州，地处中原腹地，史谓“天地
之中”，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
发祥地、八大古都之一，文化源远流
长、底蕴深厚。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国家战略的实施，开启了郑州发展的
“黄河时代”，为用好这些文化资源，用
好这些“兴文化”的宝库与富矿，让郑
州文化“立”起来“活”起来，更好地为
加快打造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提
供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为国家中心
城市培“根”铸“魂”，本报推出《“郑中
心”的文化底色》大型系列报道。今天
刊发《古老运河的活态传承》。

■核心提示

携千年风华 续美丽传说

古老运河的活态传承

经过生态修复和景观提升后的通济渠索须河段风景宜人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焱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