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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保护与传承

传统文化带&文旅融合新故事

长久以来，大运河、长城、西山永定河三条文
化带承载了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
化资源和城市发展记忆，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底
蕴丰厚。近年来，在有了保护发展的顶层设计后，
如何实操则格外关键。路漫漫其修远兮，下一步，
如何让文化带在科学保护中开发，以及如何通过
全新商业运营思路， 使之成为京城消费新亮点，
都还需要不断探索。

目前北京大运河文化带推进的速度、宽度和广度都
比以前大很多，相关部门在各方面都更加重视对运河文
化带的建设，比如对于5A级景区的打造、推进，北京东
部的第一个5A级景区即将创建。相关部门还整合了“三
庙一塔”景区、大运河森林公园等运河沿岸的文化旅游
资源，周边的服务设施也在逐步完善。不仅是旅游，还将
购物、体验等方面融入文化带的筹建之中。此外，通州
“三庙一塔”南广场已经启动建设，张家湾设计小镇也已
经进入招商运营阶段。北京运河文化带的消费亮点是特
殊地带的商业发展，比如环球影城，在大运河边上进行
体验式旅游，有利于大运河文化带在文旅方面的进一步
发展。

不过同样应该看到，北京大运河文化带在“讲故事”的
部分仍有提升空间，如何通过“讲故事”来打通过去和现在
的联系， 让它走进人们的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是当下非常
重要的问题。大运河文化带的传播，可进一步深化对历史文
化挖掘等。另外，在文物古迹的保护、利用的深度、广度、范
围和类型上还能有所拓展。需强调的是，相关部门对于物质
文化遗产还要加大保护力度， 对遗址保护的重视程度要增
强，比如对古代河堤的保护，很多古代河堤都有很大的研究
价值，但是人们对其重视程度还有所不足。另外还要注意运
河边传统村落的进一步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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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打造日常生活

的“好故事”

与过去相比，北京大运河文化带的发展更加
自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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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国家提出要建设大
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运河文化带的整体发展也越
来越成形，形成一盘棋的发展布局。北京运河文化
带的消费亮点有旅游观光、文创产业开发、影视作
品的推出以及舞美基地的筹建等。接下来，相关主
管部门应该继续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运河文化的保
护和传承，在这个过程中发挥新闻媒体的推广宣
传作用，促进非遗走进更多人的生活中来。

但是北京大运河文化带要注意强化自身的
功能性，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抽象的符

号概念。要“有里有面”，如果大运河文化带只是
一个文化概念，没有实际功能支撑，就很难深入
人心。对于相关部门来说，不仅要做好生态景观
的建设，通过宜人的环境吸引更多的游人，让游
客在游览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了解大运河文化带
北京段的一些历史和文化，通过旅游起到更好的
文化传播效果。 也要强调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同时，要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在大运
河文化的活化利用和产业开发过程中，必须坚持
以人为本，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将大运河文化
元素融入传统街区的改造提升与特色小镇的规
划建设之中。

北京大运河文化带的发展要找准自己的定
位，从自身拥有的优势下手布局。

纵观运河文化可以发现， 它实际贯穿了国内
多个省市，而将北京的大运河文化带与南方等城
市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由于南方的运河一直在延
续着此前的作用， 尤其是江浙地区的运河文化，
处于一种活体状态，由此衍生了周边的商铺以及
美食等，与人们现在的生活紧密相关，带来了消
费和贸易，是实实在在的文化，有着持续的底蕴。
而北京的大运河文化带更多的是处于一种遗址状
态，曾经的漕运作用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在动力

机制以及活力等方面，与南方存在差距。
基于以上原因，北京的大运河文化带在发

展过程中，不应以己之短拼人之长，而是要找到
自己的优势。 而观察北京段的大运河可以发
现，河道经由通州一直延续至皇城脚下，同时
北京作为大国首都以及全国文化中心，拥有着
皇城文化、红色文化、长城文化，因此要合理运
用自身的优势去发展大运河文化带，并用历史
文化的影子引出当代文明的光辉，这将会吸引
国内外各方的优秀项目，进一步增加北京大运
河文化带的魅力、自信与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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