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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临清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城

当当年年““小小天天津津””能能否否借借申申遗遗复复兴兴？？
大运河申遗成功，临清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城，这也被当地人认

为是实现复兴的绝佳机遇。临清运河文化底蕴深厚，保留了大量文物
古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惜目前开发利用率不高，如何盘活资源，
将临清潜在文化影响力转化为现实城市竞争力，是临清亟待解决的
问题。

文/片 本报记者 王传胜

临清现存的三座清真寺之一。

在临清中洲古城区
保存较好的民居当属
冀、汪、孙、赵、朱家大
院，大部分为明、清建
筑。“现在很多大院住了
不止一户，产权不明晰，
老民居修复非常困难。”
临清市博物馆馆长魏辉
说，一些老民居已列入
各级文保单位，文物部
门可要求保护、不许拆
除，但还有些未列入的，
保护成了难题。“文物部
门无权干涉，可拆了重
建又可惜。”

每到这时，临清民
间运河文化爱好者就起
到很大作用。有开发商
找到临清政府部门，要
在老城区买一块地，规
划商住区，“规划都做好
了，但运河文化爱好者
和文史专家联名写提案
带到临清两会上，阻止
了这场会带走部分古城
区的行动。”当地运河文
化爱好者刘英顺介绍，

“老运河留给我们的念
想不多了，能保留尽量
多留、能拖延开发尽量

拖延，可能以后会有两
全其美的好办法，让老
城区居民住着舒坦、也
让老运河风情继续保
存。”

在一轮轮城建热潮
下，很多运河段早已不
见当年容貌，古色古香
的临街商铺如今已被现
代小楼替代。省文物局
相关负责人说：“遗产保
护的教训就是，一旦失
去，再想补救很难，城市
必将付出更为惨痛的代
价。”

专家联名阻拆，保住了古城区

在临清中洲古城
区，冀家大院被改造成
运河沿岸的一家特色酒
店。这是目前保护基础
上利用最好的一处古民
居。“不能总把文物供起
来，要让它继续‘发光发
热’。”临清市文物局负
责人说，因考虑到保护，
在修旧如旧原则上修复
后，酒店承包给文物局
一名精通文物保护的工
作人员。

其实，对于古城区
如何保护与开发，当地

政府多年来一直保持谨
慎态度。用当地老文物
工作者马鲁奎的话说就
是：“有多少钱就做多少
事，没钱先保护起来，等
有钱了再做。”

如今，临清人又开始
为运河申遗成功而自豪
和骄傲，但也产生了强烈
紧迫感。马鲁奎说，大运
河申遗成功，应是本世纪
临清大发展最重要的一
次机会，不容错失。

记者了解到，就在
运河申遗过程中，临清

旅游已开始热起来，很
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今年“五一”小长假期
间，临清舍利宝塔游客
激增，让人始料未及。

在临清中洲古城
区及钞关、鳌头矶等景
点，目前尚没有大停车
场 。面 对 即 将 到 来 的

“十一”小长假，当地旅
游部门预计会迎来申
遗成功后的首拨客流
高峰，各方面接待能力
将面临严峻考验，迫切
需转型升级。

将迎客流高峰，接待能力待提

明清时期，临清凭
借大运河迅速兴起，“富
庶甲齐郡”、“繁华压两
京”。南北客商、达官贵
人云集，为临清带来几
百年繁华。然而，随着运
河断航，日渐没落。但临
清家底依然可观，留下
众多文物古迹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

临清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张中才介绍，临清
是千年古县、运河名城，
运河文化积淀深厚，保
护挖掘开发利用好运河

文化遗产，既是钩沉历
史、名鉴未来的需要，也
是加快经济文化旅游强
市建设，打造运河名城
城市品牌的必然要求。

“申遗是为更好保
护，保护是永恒主题。”张
中才说，今后，临清市将
对接“一区一圈一带”区
域发展战略，依托京杭运
河黄金水道，合理规划建
设沿河产业园区，将发展
一批现代物流园区、大宗
商品集散地及特色文化
旅游、休闲度假旅游园

区，再造临清港口商埠，
带动临港加工、仓储、物
流、旅游等相关产业加快
发展。

张中才表示，临清
运河文化博大精深，在
保护开发与利用好运河
文化资源上，多年来也
一直在用心经营“运河
名城”城市品牌，坚持保
护性开发、打造旅游精
品、形成特色文化品牌，
将临清潜在文化影响力
转 化 为现实城市竞争
力。

经营运河名城，打造旅游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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