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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省省运运河河沿沿线线
受受益益民民众众超超550000万万
沿河旅游业获重量级营销筹码

整修治污焕新颜
此次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国大

运河，包括元朝时开凿的京杭大运河
和隋朝时开凿的隋唐大运河两大体
系。本报5月发起徒步大运河寻访考察
活动，考察的是与山东等六省市关系
密切的京杭大运河。考察时，尽管大运
河申遗还没出结果，但已给大运河的
保护、利用带来不小的变化。

位于聊城张秋镇的荆门上闸是大
运河申遗的一处遗产点。由于申遗工
作的开展，有关部门出资整修了桥面，
同时将桥闸附近的河道进行了整修，
拆迁了桥闸两边的几处民宅，腾出空
地恢复原貌。

同样的变化出现在聊城临清市。
这个明清时期因运河而兴的城市，如
今也因运河的衰落而光彩暗淡。但当
地人依然对大运河抱有很深的感情。
为申遗，临清对老城区内一段元代挖
凿的古运河进行了拓展、绿化、治污，
一度被垃圾环绕的运河河道，重新焕
发生机。如今，临清运河已重现杨柳依
依、结网捕鱼的旧景。

不仅是山东，北京、天津、河北、江
苏、浙江等地的运河申遗点也发生了
很大变化。当地人普遍反映，在政府投
资保护修缮之后，申遗点附近道路通
畅了，标识清晰了，河道也焕然一新。

山东西部五市迎机遇

在济宁市文物局副局长、小说《大
运河》作者杨义堂看来，大运河成功申
遗可带来多方面的利好。多年来，大运
河沿线城乡因人口增加，出现向运河河
道中倾倒垃圾甚至在古河道上建房等
破坏遗产的现象。大运河成为世界文化
遗产后，有利于及时刹住这股歪风。

据济宁市一项报告透露，因大运
河申遗，该市通过整治运河两岸环境、
清理河中垃圾、整修道路，受益群众达
40余万。初步统计，我省通过大运河保
护申遗直接和间接受益的民众超过
500万人。

在申遗带动下，全国上下对大运

河的保护工作明显加强。2012年7月
27日，文化部出台《大运河遗产保护
管理办法》，同年10月1日起施行；《山
东省大运河遗产山东段保护管理办
法》经省政府批准，已于2013年10月1
日起实施；根据申遗的有关要求，我
省济宁等市也转发或出台了大运河
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

杨义堂说，山东沿运城市德州、
聊城、泰安、济宁、枣庄5市，有的市原
来没有“世遗”项目，在社会发展中也
不太受关注，现在有了“世遗”，外界
的关注度就来了，有利于山东西部地
区的经济崛起。

运河游有了营销王牌
围绕“打造世界级旅游产品”的目

的，运河杭州段开通了以运河为中心
的水上旅游线路。此前的一项数据显
示，运河水上游线接待客人数从2003
年的6 8 1 9人次增加到了2 0 0 9年的
5 9 0 9 3人次，旅游收入年均增幅约
162 . 06%。

在大运河成功申遗之前，我省泰
山、曲阜两大景区已跻身“世遗”行列。

众所周知，泰山、曲阜近三十年来
一直是山东首屈一指的文化旅游景
区。近几年，随着山东旅游业的快速发
展，代表中国景区最高标准的五A级
景区，已由首批3家扩至10家。在这个
背景下，老牌5A景区泰山、曲阜开始

不约而同地强调其“世遗”身份。
一些文化旅游专家接受采访时

说，凭借“世遗”这一王牌，景区可以很
快引起入境游客的重视，起到旅游宣
传营销所达不到的效果。但同时，入选

“世遗”后的资源必须维持世界遗产组
织的标准，后者将对其进行不定期检
查，对于质量下滑至不合格的，将予以
亮红牌甚至摘牌。

在山东大学旅游系教授王晨光看
来，不可否认，遗产保护与当下的旅游
开发是有矛盾的。但同时，“世遗”的相
关理念也为当地的旅游开发提供了一
个新的视角，即从自然资源本身的单
一视角向自然与文化的双视角转变。

平遥古城

因申遗免于被拆

本报记者 乔显佳 马云云

“世遗”之所以在国内
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还在于
它确实起到改变区域面貌
的强大效应。

以国内著名5A级景区、
世界自然遗产张家界为例，
在境内的武陵源成功申报
世界自然遗产之前，只是国
内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城。武
陵源申遗之后，不仅旅游业
得到巨大的发展，而且知名
度前所未有地提升，整个城
市经济、社会各层面也有了
较快发展。

国内景区中，因“世遗”
发生命运改变的，首推山西
平遥古城。上世纪八十年代
末，平遥古城因为老城区不
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一
度面临被拆毁的命运。平遥
古城周边的很多古城，已被
历史尘埃湮没。

国内一些学者了解到
平遥古城的情况后，展开紧
急保护行动，并建议当地政
府 申 报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此
后，随着申遗成功，平遥古
城不仅实现了“变废为宝”，
而且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找到一把钥匙，使其逐渐由
晋中地区的一个落后县变
成经济比较靠前的县。

大运河申遗8年梦圆，欢呼过后，摆在人们特别是运河两岸百姓面前的一个疑问是，申遗成功到底能带
来什么。杭州西湖提供了范本，西湖入遗后的第二个“十一”黄金周，旅游总收入87 . 65亿元人民币，再创新
高，并显示出了巨大的欧美游客市场潜力。大运河申遗成功同样是沿河景区重量级营销筹码。

5月15日，申遗结果公布前，本报联合京杭大运河沿线4省2市发起了徒步京杭大运河考察活动，18天18
城探访运河现状，目睹了申遗工作给京杭大运河带来的改变。

本报记者 乔显佳 马云云

戴村坝，位于东平县境内，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辞海》、《中国水利志》均有载。该坝位
于东平县境东部大清河与大汶河分流的地
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从县城出发，沿大清
河东行20多华里，一座大坝蓦然跃入眼帘。整
个大坝为石结构，巨大的石料镶砌得十分精
密，石与石之间采用束腰扣结合法，一个个铁
扣把大坝锁为一体，气势磅礴，雄伟壮观。

戴村坝修成之后汶水沿小汶河南下，流
向大运河最高处南旺。如今大坝是2001年水
毁后恢复的。

戴村坝

荆门上闸位于阳谷县城东部，张秋镇政
府驻地北5公里。原名荆门镇上闸，运河建闸
时置。据《阳谷县志》记载：荆门上下闸，在阳
谷东北五十里，元大德六年(1302年)建。运河
流向为南北方向，南为下，北为上，因此闸居
南，故更村名为荆门上闸，后简称上闸。

荆门上闸

荆门下闸位于阳谷县城东部，张秋镇政
府驻地北六公里。原名荆门镇下闸，运河建闸
时置。据《阳谷县志》记载：荆门上下闸，在阳
谷东北五十里，元大德六年(1302年)建。运河
流向为南北方向，南为下，北为上，因此闸居
北，故更村名为荆门下闸，后简称下闸。

荆门下闸

元代开凿京杭运河，南旺作为大运河的
“水脊”，成了运河畅通的难题。明朝初期，工
部尚书宋礼和汶上民间水利家白英经过勘
察，在戴村筑坝建分水工程，使汶水西行，从
南旺入运河，七分向北流，进入漳、卫；三分向
南流，进入黄、淮。其科学性和技巧性可与中
国古代的灵渠和都江堰水利工程相媲美，其
建坝设闸的原理和世界上著名的巴拿马运河
以及我国兴建的葛洲坝工程都有相似之处。

精通水利知识的康熙皇帝褒奖说：“朕屡
次南巡经过汶上县分水口，观遏分流处，深服
白英相度全之妙。”

南旺枢纽

在京杭大运河山东枣庄台儿庄段，一艘画舫船行驶在河面上(4月7日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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