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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他国国屡屡““加加塞塞””
成成功功喜喜讯讯迟迟了了一一天天
好事多磨，大运河终修成正果

山东省是从2007年开始全面投入
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的。当年8月至9
月，山东省文化厅、省文物局组织省里
和运河五市文物工作者，对运河山东
段进行了实地考古调查，发现文物点
200余处。2009年起，推动各市出台了
运河规划。

2013年，省政府常务会议通过《山
东省大运河遗产山东段保护管理办
法》，并于2013年10月1日起施行。9月，
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
指派，印度籍专家莉玛·胡贾女士率专

家组对山东大运河申报项目进行了现
场评估。根据专家意见，山东继续收
集、整理、汇总材料，最终敲定了8个河
段、15处遗产点的山东运河申遗班底。

2014年初，省文物局委托山东
省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和山东省旅游
规划设计院共同承担了《大运河历史
文化长廊建设规划》的编制工作。该

“长廊”将串联运河众多遗产点，划定
保护范围，旨在将大运河这一“文物
保护带”、“旅游观赏带”进一步变成

“经济富民带”。

五国被临时排在中国前面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大运河申
遗只待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投票确
认。

据在现场采访的新华社记者杨
元勇说，本届大会于6月15日开幕，
大运河等项目本应于21日进入讨论
议程，讨论结果也应于当天揭晓，但
21日现场却屡发意外，先是日本当
天上午插队，中国申遗项目上午获
得审议无望，下午又杀出墨西哥、德
国、韩国、缅甸四国，纷纷被安排在
中国的项目前面。

听闻变故，中国代表团立即向大

会相关方面反映情况。哈萨克斯坦代
表更是跳出来，直接向墨西哥等国提
出抗议：“加塞”的做法有违公平！但对
方却称，此安排已成既定事实，少数应
服从多数。中哈据理力争两个多小时
也没有结果，最终，大运河项目投票被
推迟到了22日上午。

世 界 遗 产 大 会 为 何 允 许“ 加
塞”？杨元勇称，这可能跟中国不是
遗产大会成员国，较之会员国优先
级别低有关。

好在大运河最终无争议地纳入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运河三老”疾呼运河申遗

尽管早在1987年长城被列入世
界文化遗产时，国内就有学者提出
大运河申遗的课题，但运河申遗直
到2005年才有了可能。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
遗存运河和文化线路列入新的世界
遗产种类。当年，有着“运河三老”之
称的学者郑孝燮、罗哲文、朱炳仁联
名致信18个运河城市的市长，呼吁
加快京杭大运河申遗工作，他们提
出：“京杭大运河的价值和风貌千万
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断流。”

2006年3月，58位全国政协委员
联名提交了《应高度重视京杭大运
河的保护和启动申遗工作》的提案，
呼吁启动对京杭大运河的抢救性保

护工作，并适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是年12月，国家文物局将大运河列
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这也标志着，京杭大运河申遗工作
正式开始。

次年，国家文物局等部门召集
沿运城市，在京召开运河申遗协调
会议，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落户
扬州。

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何以落户
扬州？据悉，当年，扬州、济宁、无锡都
想当牵头城市，“但扬州的优势更明
显，现存的运河河道最多、历史关联度
最高。更重要的是，扬州地方政府对运
河申遗十分热心。”大运河联合申遗办
副主任姜师立受访时说。

从各地愿望上升为国家工程

2008年3月，首次大运河保护和
申遗工作会议在扬州召开，明确了
申遗方案，决定以城市联盟的形式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会议还决定将
通往河南洛阳的隋唐大运河整合进
来，把“京杭大运河申遗”改为“中国
大运河申遗”，涉及地域扩大为8省
3 3城。后来，浙东运河也被纳了进
来。

2009年初，国务院同意将大运
河作为我国2014年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项目，标志申遗工作从地方、部门
层面上升到国家层面，成为国家重

大文化工程。
当年9月，第二次大运河保护和

申遗工作会议上，确定了“三步走”
的申遗筹备思路，其中，2 0 0 9年到
2010年为启动阶段，完成地市级、省
级和全线大运河保护规划编制，确
定世遗申报范围；2011年到2012年
为保护、整治阶段，2013年至2014年
为申报阶段。

2013年初，国家文物局正式确
定了首批申遗点段，它们分布在8个
省市的31个遗产区，涉及27段河道
和58处遗址点，河道总长1011公里。

山东较早启动运河申遗工作

从2006年大运河正式列入申遗预备名单，到2014年6月22日申遗成
功，大运河的申遗之路走过了8年时间。8年间，从中央到地方，很多人为
大运河成功申遗付出了心血。

本报记者 乔显佳 采访整理

为纪念明代著名水利专家、工部尚书宋礼
和著名农民水利专家白英等创修南旺枢纽工
程，在南旺汶、运交汇处建造了分水龙王庙。

分水龙王庙始建于明永乐年间(1403～
1424年)，由东、中、西并列的三组建筑组成，地
面尚存关帝庙、禹王殿、观音阁等砖木建筑，其
他建筑为遗址状态。

该建筑群以院落内的甬道为中轴线对称
分布，自北向南依次为牌坊、山门、戏楼、钟楼、
鼓楼、龙王大殿和关帝庙。

南旺龙王庙遗址

申遗大事记

学者郑孝燮、罗哲文、朱
炳仁联名致信18个运河
城市市长，呼吁加快京
杭大运河申遗。

2005年

58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
提案，呼吁适时启动申
遗。

2006年

国家文物局牵头召开运
河申遗协调会议。

2007年

大运河申遗成功。

2014年6月22日

位于微山县南阳镇建闸村，是南阳新河建
成的9座节制闸之一，始建于公元16世纪(明嘉
靖年间)，公元18世纪时(清乾隆年间)重修，是
明清两代会通河上重要的节制闸。20世纪初，
利建闸随会通河微山段的停运而逐渐废弃。

现船闸保留有石质闸座，闸座保存基本完
整，呈八字形，条石砌成，条石长短不一，厚度
多在50厘米左右。南侧雁翅、西侧闸座保存较
好。

利建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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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同意将大运河列
为2014年申遗项目。

2009年初

正式确定首批申遗点段。

2013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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