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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浙江考察时强调：“大运河文化是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在保护、传承、利用上下功夫，让
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

大运河郑州段的保护、传承
工 作 在 新 时 代 也 不 断 取 得 新 进
展，千年大运河焕发新的生机与
活力：2020 年，《河南省大运河文
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发布，
提出建设“两轴三极七片区”，郑
州作为“三极”之一，依托通济渠
古都发展轴，构建“水城共融”的
生态城市样板；2022 年 3 月，《郑
州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暨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施方
案》正式印发，提出重点建设大运
河管控保护区、大运河主题展示
区、大运河文旅融合区、大运河传
统利用区等四类主体功能区，力
争通过《实施方案》的落实，将大
运河郑州段真正打造成具有时代
特征、郑州特色的景观河、生态
河、文化河，成为向世界系统地展
示“华夏文明之源、黄河文化之
魂、运河文化之美”的窗口。

漫步索须河两岸，40余组世界

遗产形象展示标识、三处大型展示
壁、仿唐式保护展示亭、大运河科普
展示用房和碑廊碑亭无不讲述着悠
久的运河故事。

“申遗成功的 10 余年间，我们
带领青少年学生群体多次开展以传
承历史文脉、保护世界遗产为主题
的‘行走大运河’活动。”市文物局工
作人员介绍，大运河科普展示房内
设立的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的专题
展览，也系统地展示出郑州运河的
概况，一条尽览华夏文明、彰显中原
文化的大运河以全新姿态展示在世
人面前。

在索须河畔，白发老人对着浮
雕追忆往昔，年轻父母带着孩子辨
认鹭鸟，考古工作者在泥层中寻找
文明密码——不同时代的人们，都
在用自己的方式与运河对话。

这条大河，不仅是历史的“输血
者”，更是未来的“造梦者”。今日郑
州，正以水为墨，在中原大地书写新
时代的“运河赋”——让千年涛声与
城市心跳共鸣，让文化遗产成为高
质量发展的有力引擎。
本报记者 左丽慧 李居正/文
通讯员 王羿/图

大运河郑州段：从历史深处点亮未来
小满将至、万物初盈。由天河路桥沿索须河向东漫步，但见水草丰美，白

鹭翩翩，河岸“世界遗产”标识、文化浮雕墙透露出眼前这条大河的灿烂过往。
数千年时光里，它曾有许多名号：大禹治水时，它是平息水患的分水沟渠，后化
身春秋“邲水”、战国“鸿沟”；它是西汉的蒗荡渠、隋唐通济渠，也是宋代汴河，还
是元明清时期的“贾鲁河”……风云变幻的岁月长河中，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以
广阔的空间跨度、巨大的成就、深远的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为国
家统一、生产力发展、经济繁荣作出了杰出贡献。

从战国鸿沟到世界遗产，从“商贾云集，百货辐辏”的经济动脉到大众
身边景色如画的生态河，大运河郑州段走过了2000多年的漫长历程，在新
时代焕发出新的迷人光辉。这条大河在不舍昼夜的流淌中告诉世人：真正
的遗产，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点亮未来的种子。

公元前 361年，魏国在郑州地
区挖掘改造鸿沟，形成了初步的漕
运通道。司马迁《史记·河渠书》记
载：“自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
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
淮、泗会……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
用溉浸，百姓飨其利。”鸿沟由此成
为中国大运河之始。

伫立在大运河郑州段岸边的标
识碑上，一幅“中国大运河分布图”
上沉淀着劳动人民汗水和智慧的结
晶：由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
东运河三部分共同组成的中国大运
河。流经河南的隋唐大运河从北向
南由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运
河四段河道组成，北抵涿郡、南达余
杭，全长2700公里。如果说把隋唐
大运河看作躺在中华大地上的一个
巨大的“人”字，那么通济渠就是这

人字的一撇，永济渠则是人字的一
捺，郑州就位于一撇一捺的交汇处，
是整个隋唐大运河的枢纽所在。

隋唐时期，郑州作为通济渠的
重要节点，迎来了漕运的黄金时
代。史料记载，当时“漕船往来，千
里不绝”。北宋政权定都开封后，
逐步构建起以京城为中心的运河
网，“四大漕渠”中有三条流经郑
州，郑州在当时国家水路交通中的
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明清时期
伴随着贾鲁河交通功能的发展，沿
岸商业城镇迅速兴起，郑州惠济镇
成为车水马龙的商业重镇。

1906年，伴随着京汉铁路全线
正式通车，依赖于水道与驿道的传
统交通网络格局被打破，大运河通
济渠郑州段的漕运和交通功能带着
辉煌的荣光被载入了史册。

2014年，历经 8年的准备，中国
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大运
河是人类农业文明时期最伟大的水
利工程，展现了东方智慧在水资源
管理方面的杰出成就。”郑州段的入
选，不仅因其保存完好的水工遗存，
更因其完整见证了从战国至明清的
中国运河发展史。尤其是索须河段
与惠济桥段以其完整的河床遗迹、
附属文化遗产，堪称“活着的线性文
明标本”。

郑州市文物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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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类非凡创造力的体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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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唐大运河以郑州为中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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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大运河郑州段索须河水
道丰盈、碧波荡漾，两岸绿草如茵、
杨柳依依。除了河道、河床等水工
遗存保存完好，惠济桥雄姿依旧，荥
阳故城城址、荥泽县城隍庙等各具
特色，绽放着运河催生的手工业繁
荣与市井风华。

一条文化遗产灿烂之河

一条全民共享的生态之河

一条经济脉动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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