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6月至2014年6月：
六年艰辛，成就美好的双向奔赴

大运河申遗因为宁波而破旧立新；宁波因为大运河申
遗而蝶变腾飞。

2008年 6月，全国政协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调研组来到
宁波调研，充分肯定了大运河宁波段的历史价值和遗产保
护工作。随后，“中国大运河”这个申遗名词应运而生。10
月，浙东运河被纳入大运河申遗范围，宁波作为浙东运河
贯通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正式加入大运河申遗城市
联盟。宁波加入大运河申遗城市联盟，是一场同心追梦、
成就“运河”与“港城”美好的双向奔赴。

以宁波为东起点的浙东运河，是大运河上“海蓝”与
“日黄”相融的亮色。自唐宋时期开始，地处东南沿海的宁
波以“拓三江之险，融海环之势”为格局，稳固支撑起了
利济天下的海运，成为仕商行旅北去南来、纵横四海的孔
道，东南沿海挽运钱粮、充实国库的枢纽，以及海外诸国
放舟万里、互市交流的重镇。宁波因对外开放而与腹地相
互依赖，从而促成大运河的成型、发展与繁荣，横亘千年
而不衰。大运河因为宁波而得以贯通海上丝绸之路，成为
向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传递输送政治、经济、文化的
重要通道。东流入海的大运河，开明开放、生机富饶，不
断被赋予新的定义与活力，以及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更
为广阔的时代意义。

六年里，宁波在世界文化遗产的语境下加强对宁波
运河遗产的保护管理。根据国家部署要求，成立大运河
宁波段保护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领导小组，建立起
高效的市区两级协调机制和考核机制。用 4 个月时间完
成宁波境内运河资源的实地调研工作，涉及水陆里程 300
余公里，乡镇 （街道） 39 个，行政村 （社区） 215 个，
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794 处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100 余项。在
实地调研成果的基础上，完成市级、省级和国家级运河
遗产点段的遴选工作，构筑起大运河宁波段遗产体系完
整框架，其中，市级规划的重要遗产共计 5 类 62 项。颁
布实施大运河遗产的专项保护法规 《宁波市大运河遗产
保护办法》 和市级保护规划 《大运河 （宁波段） 遗产保
护规划》，建立申遗点段的标识系统和监测系统，完成大
运河 （宁波段） 申遗专题陈列和大运河申遗档案系统的
建设。结合重大水利、交通和城建工程，编制 《大运河
（宁波段） 申遗点段保护整治规划》 和“一点一策”实施
方案，组建由副市长牵头的整治督查小组，以本体安
全、环境洁净、风貌协调、生态良好为目标，高质量完
成申遗点段保护和环境整治工作。

六年里，宁波在世界文化遗产的语境下加强对宁波运
河文化的研究宣传。以学术传播、展示传播和大众传播为
基础，创建大运河宁波段形象与价值传播推广体系。2012
年，宁波举办“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宁波论坛”，形成大
运河保护和申遗的《宁波共识》，融合中国大运河最南端城
市与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两大重量级 IP的城市属性得到了
更为广泛的认同。2013年，完成《大运河 （宁波段） 历史
文献汇编》，编印《大运河 （宁波段） 研究文集》，长久以
来被低估的宁波运河文化得到了学术界前所未有的关注与
重视，宁波“河运”“海运”与“河港”“海港”的内涵与
价值、地位与贡献得到了更为全面且权威的认定与解读。
2014年申遗前夕，开展“大运河：我们未来的生活”全媒
体行动，“宁波：一座串起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的城市，中
国大运河的结篇，海上丝绸之路的开篇”标语跨越北京、
天津、河北，“行走”2800公里，让大运河北段的人们听到
来自宁波的声音。同时，以人为本，强化公众的参与意
识，建立由社会成员多元参与组成的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
队伍，提升社会公众对大运河宁波段的关注度，更新社会
公众对中国大运河的认知，推动宁波运河文化和运河生活
美学走进千家万户，让自觉保护运河遗产成为公众的一种
生活方式和文化时尚，让运河遗产赋能美好生活。

大运河申遗，让宁波获得硬核力量，遗产保护管理与
文化传承利用理念在实践中与国际标准接轨。擦亮文化底
色的运河河道纵横宁波的城乡村落，以全新的形象助力宁
波港城文化传播、城乡景观展示、农田水利建设、生态环
境保护以及城市影响力的提升，推动“城”与“河”的共
建共赢。

2014年 6月 22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 38届世界遗
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高大醒目

的“世界遗产”标志碑从此落户宁波，滚滚东流入海的大
运河正式成为宁波打造“国际开放枢纽之都”的一块金
砖，助力宁波以更宏伟的气魄，走向更宽广的世界舞台。

2014年6月至2024年6月：
十年守护，夯实运河的根脉风华

大运河申遗成功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做好大
运河的保护传承利用工作。2023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浙江调研时专程考察了浙东运河文化园，他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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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运河宁波段是中国大运河的最南段，是连接大运河
和海上丝绸之路并奔涌至今的唯一河段。特殊的地理造就
了特殊的文化价值，宁波保留有绵长的运河河道和丰富的
水利工程、航运设施、聚落遗产、生态景观等遗产要素。
申遗成功十年以来，宁波稳固政策、创新方式，全力展现
运河的根脉风华。

在保护方面，宁波循序推进运河沿线古镇古村的复兴
和名人故居、水利航运设施的修缮养护，改善沿线田园风
光与郊野风貌。加强数字赋能，强化大运河宁波段文化遗
产监测预警平台的“用武之地”，完善以无人机智能巡查为
主要方式的陆空互补、纵横成网的巡查体系。通过数据的
紧密对接和互通互用，建立起“预警及时、防治到位”的
动态管控长效机制；同时，以强化针对性、精准性和可操
作性为目的，加强宁波运河遗产研究力度，完成大运河宁
波段遗存保护修复和文化价值研究传承、“一带一路”和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背景下宁波城市文化的再研究，以及大运
河宁波段病害监测研究等多个课题。颁布实施《宁波市大
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实施办法》《大运河（宁波段）文化
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宁波市大运河核心监控区国土空
间管控细则》，建立起“法律法规-保护规划-规范规则”
为一体的法治化、规范化的管控体系。

在传承方面，以“赋民以权”为前提，广泛发动并集
结运河沿线的民众参与到守护大运河的行动中来，成立宁
波市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队伍，通过图书赠阅、图
片巡展、文化宣讲、普法宣传、非遗展示和夏令营等活
动，推进运河文化元素走进机关、校园、企业、社区、乡
村、家庭。2021 年，以“让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大运河”
为目标，宁波与杭州联手创办运河文化 IP“同一条运河”，
现已成功举办三届“‘同一条运河’——中国大运河杭甬
对话活动”。这些年来，“同一条运河”持续推出“解密大
运河公益宣讲”“保护大运河立法宣传”“行走大运河实地
研学”“运河百宝箱”“运河 30秒”等系列活动；联合培育
了十余家杭甬河长联盟学校，筹建了一支百人以上的护河
团队，培育了一批新时代运河少年，成为大运河文化保护
和传承的领军力量。在推进河长联盟学校建设和运河实地
研学活动过程中，两地在后备人才培养、文旅数字化、文
化品牌共建等方面着重发力，携手开展课题研究、教材研
发、艺术创作、文创设计、APP游戏开发等项目，全力构
建多层次对接、宽领域协作的世遗运河传承新格局，实现
了莘莘学子与运河文化的“双向奔赴”。

在利用方面，宁波以“我们如何让运河向好而行”
“运河如何让生活向美而行”为思考，积极推进运河沿线
文化带、生态带、旅游带建设的相融相生。以塘河文化
公园为代表，做好运河文化底蕴挖掘文章，让运河元素
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以
千年古县城慈城古镇为典型，做好运河聚落市井烟火文
章，留住老一辈宁波人口中的运河景象和运河畔的“小
日子、小情调、小味道”。以宁波三江口为核心，做好文
创产业文章，在码头、烟囱、铁轨、仓库的光影下守住
岁月、创造未来。以姚江船闸为重要节点，做好运河时
代活力文章，展示“活态文化遗产”大运河宁波段依然
强大的物流功能和跑船人家的当代航运生活。近三年来，
随着人们生活观念和旅游方式的更新，宁波更注重把大运
河沿线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转化为适合“微度假”“轻
旅行”的“诗和远方”，形成了“寻迹历史——运河聚落
信步游”“发现乡土——运河非遗深度游”“邂逅河海——
运河今昔混搭游”“定格时光——运河水岸露营游”等多
个颇受市民与游客喜爱且较为成熟的游玩体验项目。除以
上业已成熟的项目外，宁波还将尝试推出“宁波三江口-
塘河水系-东钱湖”水上游、运河沿线水利航运设施“串
烧游”等活动，让市民与游客在循水而行中触摸“流动的
历史与文化”。

润万物者，莫润乎水。十年来，宁波以欣赏、学习、
借鉴的态度，稳步拓宽与大运河沿线城市、与世界的对话
路径，又以打造“人民的运河”“游客的运河”为目标，持
续改善运河的生态环境，充分发挥运河在提高生活品质、
延续城市文脉、促进文化认同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让幸福
宁波更具底气。

2024年6月至……：
展望未来，续写运河的金色年华

千百年来，宁波作为中国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
汇处，以拥江揽湖滨海的地理优势，汇聚形成了生生不息
的商贸传统和海洋文化。大运河承载着宁波人的梦想与辉
煌、浪漫与诗意，是甬城百姓世世代代的财富，弥足珍
贵。运河的保护、传承、利用，永远在路上。宁波将继续
保护好遗产、营造好情境、述说好故事。

以 《大运河 （宁波段） 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
为引领，结合《宁波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暨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方案》 和 《宁波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十四五”
规划》，推进运河沿线文化廊道、景观廊道和生态廊道建
设，在此基础上，推进与“港韵”“商韵”“书韵”“诗韵”

“瓷韵”“禅韵”等相结合的运河旅游廊道总体建设。结合
运河沿线乡镇的古城复兴计划、乡村振兴战略、只此青绿
棋局和净土清废行动，积极推进“一馆二带三公园”（即河
海博物馆、西塘河运河风情带、刹子港运河绿化带以及压
赛堰运河遗址生态公园、大西坝运河遗址主题公园和小西
坝运河遗址湿地公园） 核心展示体系建设，在唯美温馨的
郊野风光和现代时尚的城市公园中全面呈现“一渠碧波两
千年”的历史与风华。

以“传承在生活”为理念，以形象、内涵、价值“三
普及”为思路，不断拓宽大运河宁波段的叙事内容和述说
方式。加强对运河相关的山川风物、人物事象、名胜古
迹、民俗风情、艺文逸闻、传说故事、地方特产的研究，
准确、专业、精细地展示宁波运河的亮点与特点；找准宁
波运河与国内外优秀历史文化之间的共性规律和相通之
处，找准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人群的关注点、共鸣点、兴
趣点，在“共情”中强化知识与情感的渗透，让宁波运河
故事有人听、听得进、听得有滋有味；推进运河文化符号
点亮城市公共艺术空间行动，在街灯、公共座椅、旗杆广
告、橱窗、商务楼宇等公共区域嵌入运河形象标识，让运
河浸润生活，融入时代；通过新型数字手段，拓展移动互
联网时代下微信、微博、微电影、微视频等新媒体语境中
运河形象解读、宣传与展示的新途径，提升运河的“可阅
读”品质，实现“可看 （VR全景看）、可听 （有声导览）、
可读 （全媒体阅读）、可享 （实时分享） ”的全方位体验，
让大运河为宁波写下更为生动的标签与注解。

千百年来，连接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大运河宁波段，在
坚守国计民生的核心利益之时，又全力构建绚丽的地域文
化。这里，有讲信修睦的原则、正德厚生的谋略，有奋楫
扬帆的闯劲、烟火夕阳的安乐，有鸥鹭拾翠的景致、清晏
安澜的愿景……这，是大运河的千年古韵，也是大运河的
时代新声。我们期待，在下一个金色十年，我们的运河能
流向更深、更远的前方，把合作发展、共同富裕之路走得
越来越宽畅。

（执笔：杨晓维 张亚红 陈茹霞 麻秀丽 罗迪松）

大运河文化进校园

2023年6月21日，第三届杭甬对话活动

2022年6月22日，第二届杭甬对话活动

2021年6月14日，第一届杭甬对话活动

慈城古镇游学

北仑港 宁波文创港港埠三区

行走大运河实地研学小河长护河行动-立法宣传 杭甬两地大学生线下研学行走活动

运河非遗集市

宁波三江口外滩沿岸

工业遗存宁波渔轮厂重装升级为文旅
演艺综合体

望京门城墙遗址博物馆

运河非遗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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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全方位推进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事业高质量发展

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宁波市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中心）

大运河宁波段内外通达、水陆尽利；流经之处，土脉膏腴、物产
殷盛，人居密集、市镇布列，是甬城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核
心地带。千百年来，大运河宁波段深刻影响着甬城的地理形态、空
间肌理、景观风貌和发展格局，影响着甬城的民生水利、航运交通、
商业贸易和人文素养，记录和延续着这座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宁
波，作为世界遗产中国大运河重要节点城市，保护好、传承好、利用
好这一条兴港兴城、利国利民的千年河，是新时代宁波文物人义不
容辞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