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运河文化带
多元业态钩织文旅消费链

作为明清时期连接北京城西北

部园林的纽带，北京大运河文化带

自首次在《北京市“十三五”时期加

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规划》中被列

入主要任务后，便展开了自己的新

使命。而经过前几年的筹划、调研，

如今北京大运河文化带的发展定位

已越来越明晰。

就在一个月前，北京大运河文

化带途经的重要行政区之一通州

区，正式发布了《通州区大运河文化

带保护建设规划》《通州区大运河文

化带保护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

年-2022年）》，并明确提出了“一河、

三区、多点”的发展格局。

据以上文件显示，“一河”便是

以大运河河道及两侧为大运河文化

带规划主体部分；“三区”则代表着

运河水城展示区、运河文旅体验区

和运河生态观光区；而“多点”首先

包括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台湖演艺

小镇、张家湾设计小镇、环球影城主

题公园等形成的时代文化创新点，

还涵盖通州古城、路县故城、■县古

城等组成的历史遗产传承点，此外

还有西集生态休闲小镇以及张庄

村、儒林村等一批特色古村落实现

的休闲文化体验点。

在通州区明确发展规划的同时，

作为北京大运河文化带的源头，昌平

区也完成了《北京昌平大运河白浮泉

遗址都龙王庙壁画保护设计方案》的

核准工作，并计划在今年加强大运河

白浮泉遗址文物保护等多项工作。

而在各个行政区围绕北京大运

河文化带发布相关规划并推进各项

工作的背后，离不开北京市已对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全面定调，从

而指引着各行政区有目标地开展各

自的工作。

去年12月，《北京市大运河文化

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和《北京市

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五年行动

计划（2018年-2022年）》正式发布，

两份文件明确了至2025年、2035年

和2050年三个阶段对大运河文化保

护传承利用的中长期目标。

其中在2025年，北京大运河文

化带将显现出以线串珠、以珠带面

的发展格局，同时文化魅力更加凸

显，生态环境整体改善，品牌影响力

显著提高，旅游产品更加丰富，沿线

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建设取得实效。

而展望到2050年，北京大运河文化

带则要实现魅力运河、美丽运河、多

彩运河、协同运河全面建成。且根据

两份文件，推出大运河旅游品牌、保

护和整治重要点段历史风貌、塑造

运河生态景观等方面，均是北京大

运河文化带的重点发展领域。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

魏鹏举表示，与过去相比，北京大运

河文化带的发展更加自觉，整体发

展越来越成形，文化带上的旅游发

展以及相关领域的产业发展之间结

合越来越紧密，融合的业态也越来

越多元，使得北京大运河文化带正

逐步形成一盘棋的整体发展布局。

战略定位明确 棋式发展布局渐显

提起北京大运河文化带的建

设，依水而生的特性代表着河道是

关键一环，同时也是激发消费潜力

的重要元素。且此前北京市制定的

规划文件也提出，开发重点游船通

航河道，确保通惠河部分河段、潮

白河部分河段、北运河通州段实现

游船通航，以游船线路串联展示大

运河文化生态价值。对此，各方均

已行动起来，通过各项基础建设让

河道重新焕发生命力。

公开资料显示，去年10月，京

杭大运河（通州城市段）便已正式

开通旅游航运，途经通州奥体公

园、运河文化广场、大运河森林公

园、运河商务区。而据北京市发改

委二级巡视员王颖捷透露，已率先

通航的北运河北关闸至甘棠闸段

全长11.4公里，其余29公里将于

2021年6月前实现通航。

与此同时，其他行政区也在进

行着河道的治理。以朝阳区为例，

该行政区便在今年启动了坝河滨

水空间一期工程，建设内容包括景

观绿化工程、水利工程、外电源工

程等，计划年底前完工，从而提升

第四使馆区周边环境品质，并为坝

河后期治理工作提供经验与示范

作用。

此外，据北运河管理处透露，

“通州堰”工程之一的北运河（通州

段）综合治理工程也已在今年2月

正式复工，该工程主要包括防洪工

程、通航工程、生态景观绿化工程、

信息自动化工程共计四项工程，计

划在2022年完工。

而若要激发消费，构建便捷的

交通路线也不可或缺，尤其是如何

从北京市中心前往通州区，此前一

度是部分消费者的担忧。对此，北

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在地铁方面，

目前地铁7号线东延、八通线南延

均已开通，环球度假区站则因环球

度假区未完工尚未同步开通。而在

公路方面，广渠路东延项目预计今

年底通车，这也是继京哈高速、京

通快速路之后，连接北京中心城区

和城市副中心的第三条重要的快

速通道。

不只是行政区有动作，北京大

运河文化带上的地标式文旅项目

也在推进自身的基础建设。其中，

作为台湖演艺小镇核心力量的国

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便在

今年完成剧场维保、功能区完善等

多项工作。

功能建设不停 交通等基础服务加速完善

自古至今，河流与城市的
关系便密不可分，不仅能为城
市提供生存必需的水资源，也
是城市经济的重要载体。而在
北京，也有一条被称为“黄金
水道”的河流，那便是北京段
大运河， 至今已有近千年历
史， 见证着北京的发展历程。
尽管现阶段北京段大运河已
不再需要承担河运等责任，但
以该条河流为基础建设的北
京大运河文化带，已找到新的
定位与职责，并正通过融合文
化、旅游、商业等更多元素与
建设项目， 一步一步向前推
进，逐渐形成一条多元业态钩
织的文旅消费链。

T06 2020/ 8/ 4
北京商报
BEIJING�BUSINESS�TODAY 三个文化带

北京环球城市大道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