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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运运河河申申遗遗成成功功给给聊聊城城带带来来什什么么

22日下午，获悉大运河申
遗成功的消息，聊城大学运河
学研究院院长李泉直言“很振
奋！”李泉多年致力于运河研
究，对大运河方方面面如数家
珍。他说，大运河申遗成功值得
庆祝，但更重要的是今后如何
保护与利用。

李泉表示，与其他遗产点
有所不同，大运河是线型遗产，
且遗产点形式多样，保护起来
比较复杂。此次申遗的中国大
运河，是京杭运河、隋唐运河、
浙东运河的总称，仅京杭大运
河全长就有1700多公里，横贯
六个省市，贯通五大水系。

“大运河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后，很自然地会想到发展旅
游业。”李泉说，应有清醒的认
识，大运河沿岸很多遗产点观
赏性并不强，像聊城段上修复
的一些船闸，离中心城市较远，
又缺乏趣味性，很难吸引普通
游客前去参观。他去过南旺几
次，当地花费巨资修建了闸和
展览馆，但每次去都冷冷清清。

李泉再次重申自己观点：
反对运河复航。“北方本来就缺
水，且河床渗透严重，复航后产
生的效益与高昂的维护成本不
成正比，且会对生态环境造成
破坏。”

申遗成功“很振奋”，也要有清醒认识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郑民
德老师表示，运河申遗成功会
成为近期一个热点，应顺势而
为，推进运河游发展。聊城运河
沿岸著名的运河小镇，有张秋、
七级、阿城、魏家湾等，可借助
运河申遗成功契机，加快推进
运河名镇旅游规划建设。运河
沿线有东昌葫芦、木板年画等
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加
大开发利用，做成旅游纪念品，
让游客动手体验。

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馆长
陈清义介绍，作为运河主题的

“国字号”博物馆，在运河申遗
成功后，将继续对运河沿岸35

个地级城市的运河保护成果进
行及时宣传，对运河沿岸本体
文物保护及运河研究成果进行
及时宣传。作为运河的一个展
示平台，更好的宣传运河、保护
运河。

陈清义表示，大运河申遗
成功使聊城获得一笔无形资
产，可借助运河全面提高聊城
知名度。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
将远远超出传统意义的文物保
护，使得地区性旅游资源得到
可持续利用和深层次开发，不
仅遗产地所在地区获益，其辐
射的行业和地区都将获得长远
的社会、文化及经济利益。

借力申遗热点，加快推进运河游

聊城市文广新局局长杨
达表示，大运河是我国独特的
大型线型文化遗产，也是巨型
文化景观，运河申遗成功，对
于运河本身、运河沿岸城市具
有 重 要 意 义 ，将 使 人 们 从 更
高、更全面的角度审视运河价
值。

杨达介绍，作为运河沿线
重要城市，聊城是运河申遗联
盟重要成员，围绕运河申遗做

了大量工作，临清运河钞关、
鳌头矶，阳谷荆门上、下闸，阿
城上、下闸列入申遗点，临清
明运河和元运河、阳谷金堤闸
至阿城下闸北一公里列为申
遗 段 ，从 编 制 规 划 到 环 境 整
治、文物维修，投入大量人力、
物力和财力，运河沿线文物得
到有效保护。目前，临清、阳谷
建立了遗产监测平台，实现了
对大运河相关河段全面监测。

杨 达 表 示 ，申 遗 不 是 目
的，申遗的过程就是文化遗产
不断得到有效保护的过程。申
遗成功，只是运河保护工作的
一个新的起点，下一步将以更
加严格的标准抓好运河文化
遗产保护和利用，继续做好运
河沿线文物保护工作，抓好与
运河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挖掘、保护和利用，展示运河
文化风采。

申遗不是目的，运河保护将迎新起点

阳谷张秋荆门下闸边竖起的“中国大运河”碑。

八年磨一剑！22日下午，从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
上传来好消息：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大运河申遗成功后，将对聊城带来哪些影响？
本报记者多方采访，倾听运河专家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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