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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全长 3200公里，由中国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

浙东大运河构成，开凿至今已有 2500余年，2014年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大运河枣庄段迄今为止仍在通航通商，属京

杭大运河段、齐鲁地域文化带，又融汇南北文化，具有鲜明

地方文化特征，对中国枣庄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枣庄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1447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9处、省级 108处、市级 2012处；各级非遗名录

757个，其中国家级 2项、省级 19项。其中，“月河是枣庄

段运河乃至京杭大运河现存稀有的原始运道，被称之为枣庄

运河文化的瑰宝 [1]。”为保护大运河沿运河文化资源，枣庄

市在 2019年 2月份《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发

布后，相关部门及科研机构着手深入研究大运河枣庄段保护、

开发情况，2020年 12月市委市政府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枣庄段建设纳入全市“十四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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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运河枣庄段位于中国京杭大运河中部偏南，是贯通运河南北的重要河段，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枣庄段建设应以坚持系统思维，在国家战略背景下定位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枣庄段建设为原则，坚
决落实《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精神，努力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枣庄段建设成为特色突出、脉络完
整、富有吸引力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示范区，实现以大运河文化引领枣庄市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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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统筹协调能力不足。此前 2009年，政府公布《大

运河遗产山东枣庄段保护规划（2010—2030）》是中国山东

省最早公布实施保护规划的地级市，但推进速度缓慢，台儿

庄区虽出台相关规划，但不具有全市协调能力。二是保护、

传承、利用措施单一化、陈旧化。古迹、遗址挖掘后仅做简

单保护，未进行深入推介和综合管理，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

较小；非遗展演闻名全国，却受场地限制，市场潜力有待挖掘；

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利用取得进展，但离高质量发展还有差距；

新兴技术应用不足。三是枣庄市文化积淀深厚、分布较散，

不利于形成集聚效应。各区各自为战，未形成文化集聚效益；

古城文化旅游辐射作用受多方面因素限制，未能充分发挥龙

头带动作用。四是文化产业园区虽多但文创产业能力不强，

亟待提高产业园区创意创业能力，并深入挖掘大运河文化元

素与枣庄地域文化特点，创造创新枣庄文化品牌。五是公众

参与度不高。市民普遍对大运河文化生疏、态度冷漠，亟需

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六是缺乏高素质专业队伍。大运河文化

研究队伍尚缺，亟须组建相关人才队伍进行保护与传承的研

究。七是资金支持短缺。受多方因素影响，大运河文化资源

保护、传承需求资金后续乏力，亟需政府给予政策性支持、

引导和多元化市场主体参与。八是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大运

河国家文化公园枣庄段配套法律法规尚不明确，在文化资源

保护、传承中易存在不易化解的矛盾纠纷。

护传承的建议

大运河文化保护与传承，应注重保护与传承的辩证关系。

需以政府部门为主导，举全市合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唤

起公众保护意识，打造大运河枣庄段精品。

家文化公园枣庄段建设

大运河是南北跨越的线性世界文化遗产，是国家文化形

象标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沿运城市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按

照《方案》，正确处理大运河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关系，确保

2023年年底完成总体建设，以大运河文化带串起南北文化融

合，提振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自信。

对枣庄而言，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是一项文化惠民工程，

“一则可以丰富民众的文化生活，二则可以将大运河充分融

入民众生活，让民众感受运河深入的历史文化和精神内涵 [2]。”

以大运河为主线，串起滕、薛、峄、台全域旅游与区域协调发展；

提升枣庄市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力，传承弘扬历史文化蕴含的

“处世智慧”和“工匠精神”、红色文化体现的“亮剑精神”、

运河文化流淌的“奋斗精神”以及工业文化蕴含的“创新精

神”，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吸收借

鉴南北文化优势力量与创新机制，助力枣庄市文化品牌升华，

实现城乡现代化融合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园枣庄段精品

遵循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导方针，按照《长

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要求，立足枣庄

市具体情况，推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枣庄段建设规划，深

入挖掘枣庄市大运河文化遗产资源，提炼运河精神，着力打

造枣庄文化地标，统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枣庄段文化资源

保护规划与全市文旅发展规划，形成发展合力。

精神、塑形象

应当在通过整合沿运地区具有重要意义和突出价值的文

物和文化资源，对其实施公园化管理运营，如依托台儿庄泇

运河（古运河），选取合适街区构建一条开放式文化街区，

吸纳枣庄市文体、饮食、服饰、娱乐等日常相关领域地方特

色文化项目入驻，做好街区及周边相关基础设施服务，逐步

形成具有文化吸引力、凝聚力以及文化辐射作用的街区。各

区（市）分阶段、分步骤创建与本区（市）相应的文化街区，

使其发挥文化润物无声的作用，逐步提升全市居民精神文明

素质和城市形象。

精品小镇

以“一城一河一山一镇一湖”为主线，打造大运河高速

服务区，通过运河景观大道，连接服务区，带动台儿庄古城

大运河文化带整体活起来，通过文化建设、生态建设和经济

建设三者的有机结合。打造精品“大运河文旅小镇”，借鉴

江苏省高速服务区的先进经验，将大运河文化底蕴融入服务、

管理、运营等各环节。注重小镇的特殊定位，做到与台儿庄

古城优势互补，避免重复性、低端化投资建设。运河景观大

道需与沿运乡村振兴统筹推进，以河带村全面提升沿运乡村

风貌、人文与产业发展。

文化资源包括物质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资源，是整个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灵魂。

和保存大运河文化遗产

“保持遗产地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也就是要保护遗产地

的原始面貌和周边环境不受破坏，进而实现遗产地的可持续

发展 [3]。”应当最大限度地完整地保护运河文化遗产及其背

景环境，把大运河流经的滕州、薛城、峄城、台儿庄，所跨

大运河的桥梁、码头、驳岸、河堤、船闸、汇流处、碑刻等

均应纳入文化遗产保护范围，对有文化传播和带动作用的遗

产进行重点保护和适度开发，完善枣庄大运河文化博物馆，

可探索建设分馆以扩容扩量，在实现“以最大保护和最小干预”

的前提下，谋求激发其现实活力和生机。

（下转第 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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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政策导向，借用 X-Y维度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的交叉

分析，现在中国主要处于主导地位的政策是供给型，各地政

府更偏向于运用供给型政策工具直接推动地摊经济的发展，

而对于未来的地摊经济政策导向，始终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

是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两个维度优化组合的基础上确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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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存的保护力度

共同挖掘、整理文化遗存，抢救性保护古迹、古籍、民

间传说、民俗、风情、人物等文化资源；做好大运河地方志

编纂，修订大运河枣庄段文化书籍，把优秀传统文化、红色

文化、工业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分门整订入册，留住真

实完整的史料大运河记忆；多方面、多层次、多渠道开展沿

运城市大运河文化交流。

基础构建文创新业态

以中国台湾文创为标杆，以北京故宫、秦始皇兵马俑、

敦煌壁画等文创案例为样板，积极探索与中国领先文创团队

交流合作，提升枣庄市文创水平，把文化资源遗产融入生活，

通过技艺和手艺的创意得到活态化传承；以文创产业做好地

标、地图和文化宣传；以节庆、节点为契机，以产、学、研、

游为主要方式带动文创市场活力；以文创促进软文化与生态

文化融合，依托大运河湿地、沿运森林等大运河生态文化培

育文化康养新业态。

承模式

运用互联网大数据、5G技术、AR动态模拟等新兴科技

推进网上游运河、网上讲运河、网上展运河等网络互动活动。

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大运河文化亟需相关法律法规，在已有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等法律法规基础上，制定更符合地区实际情况的保护法规，

为文化资源保护传承保驾护航。

综上所述，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枣庄段一定会建设成为

特色突出、脉络完整、富有吸引力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

用示范区，实现以大运河文化引领枣庄市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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