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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政协常委、文史委副主任杨义堂

以纪实文学，讲述大运河前世今生
申遗保护只是过程
传承弘扬总在路上

漫步于运河两岸，一幅“河
清水秀、岸绿景美、人水和谐”的
生动画卷徐徐展开，古运河的生
机与活力也重焕新生。

“大运河申遗10年和申遗成
功后10年，我都是亲历者与见证
者。”济宁市政协常委、文史委副
主任杨义堂坦言，大运河申遗开
始是因为南水北调需要借助大
运河古老的河道输水，以及大运
河文化遗产保护等问题。济宁独
特的地理位置对于京杭大运河
而言，是无法替代的；同时，济宁
对运河文化的重视、研究、弘扬、
推广，许多年都是有目共睹的，
譬如，大运河沿线17座城市就是
2004年在济宁达成的共识，决定
联合起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申遗之前，大运河的保存状
态并不算好，济宁以北段基本断
流，有些河道已经变成垃圾坑，
有的已经被农田蚕食。为了重现
运河昔日光彩，济宁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理念，立足
生态保护各方面和全过程，对运
河沿线水环境进行综合整治。历
经千辛万苦，大运河于2014年成
为世界文化遗产。

“申遗不仅是对大运河文化
价值再发现的过程，也填补了济
宁市区没有世界文化遗产的空
白，对于推动文化建设，丰富群
众文化生活，增强济宁在全国遗
产领域的影响力都具有重要的
意义。”杨义堂说，申遗只是过
程，更要让大运河以较好的保存
状态传给后世，并融入到当下经
济社会发展之中，为经济发展和
民生服务。

运河古韵传承至今
一砖一瓦浓缩风情

大运河的申遗，提升了人们
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对济宁
来说，这种认识正不断深化，谱
写了“城河共生”的新篇章。

大运河水，延绵流淌，千年
不息。运河文化，传奇故事，从古

至今，从未断绝。为了更好推进
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彰显
济宁大运河独特魅力和在大运
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示范
担当，济宁市打造“运河记忆”历
史文化街区、建设河道总督署遗
址公园、微山博物馆等重点项
目，让运河这条流动的千年文脉
更具生机与活力。

如今，漫步于“运河记忆”历
史文化街区，古朴典雅的建筑依
河而建，鳞次栉比的沿街商铺充
满了烟火气，一砖一瓦浓缩了济
宁的历史与风情；游客可以漫步
在石板路上，看河里画舫往来穿
梭，吹一吹李白吹过的晚风，感
受济宁这座极具特色的文化魅
力；也可以到河道总督署遗址公
园，感受运河文化与运河之都的

风貌。
“京杭大运河不仅是济宁的

母亲河，更是中国古代重要的
‘漕运通道’和经济命脉。明清时
期的最高治运机构——— 河道总
督署就设置在济宁。作为贯通南
北文化交流的桥梁，大运河可谓
一条历史之河、文化之河，凝结
着中国政治、文化诸多领域的庞
大信息。”杨义堂表示，大运河是
典型的“遗产廊道”型旅游资源，
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建设
大运河文化经济带，不仅对形成
新的国家发展支撑、完善我国战
略空间布局具有积极作用，也让
大运河成为城市转型升级过程
中的一腔活水。

此外，运河文化还要流动起
来，不仅要联合南北主要城市，

还要流向大海，走向世界。“济宁
古城本身就是一个露天的运河
博物馆，为了更好地讲好运河故
事、弘扬运河文化，每年6月22日
前后，济宁还会举办报告会、读
书会、‘行大运’徒步走等系列活
动，深入挖掘中国大运河的文化
价值，扩大运河文化在世界的影
响力。”杨义堂说。下一步，还将
会对济宁老城区街巷进行仿古
立面改造，让全世界的人都爱来
济宁逛街，让运河文化继续传承
和发展。

创作出运河三部曲
传承弘扬运河文化

文化之河，传承文脉魅力
显。作为一名孔孟之乡的文化工

作者，杨义堂紧扣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起源、传承和复兴主题，
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点
人物和历史事件，用长篇历史纪
实文学生动讲述大运河的“前世
今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魅力。

“在参与京杭大运河济宁段
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并经
常实地考察文化遗产保护状况
的过程中，发现大运河不只集引
水、蓄水、分水、排水于一体的综
合性大型工程，更蕴含着古人的
聪明智慧，而且许多做法沿用至
今。”杨义堂坦言，作为文化工作
者，于是我想用文学作品来展示
运河的历史价值，讲好治河故
事、展现古人智慧、传承运河文
化。

为了讲好运河文化，写出历
史味儿，杨义堂读遍明代小说，
到当地民俗当中去考察，创作了

《大运河》《北游记：苏禄王传》
《河道总督》运河三部曲，在《大
运河》中，不仅写了两岸的风土
人情，更是写了劳动人民治河的
聪明智慧以及他们不屈不挠的
精神；在《北游记：苏禄王传》中，
沿着苏禄王当年的航线，全面研
究了东亚各国的历史和民俗文
化，研究中国航海史，展现了京
杭大运河及沿线重要城市的历
史风貌；而作为以大运河为主题
的长篇传记文学《河道总督》，则
是讲述了明朝著名的治河专家
潘季驯4次治河的曲折故事，展
现他带领的治河团队矢志不移、
注重科学、关爱民瘼的顽强精
神。

千年运河文脉奔流不息，承
载着沿线城市的盛世繁华，也见
证着时代的岁月变迁。“大运河
最能体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
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
五大特性，保护好、传承好、利用
好大运河，是每个中华儿女的责
任。”杨义堂说。作为一名文化创
作者，要深入挖掘运河历史，爱
大运河，爱运河之都济宁，成为
运河文化的守望者、传承者。用
文学作品展现大运河的历史文
化价值，讲好与河共生、共融、共
兴的运河故事。

孔媛媛 张清直 济宁报道

水之所至，繁华渐生，一条河成就了一座城。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串联起了南来北往的文
明，也成就了济宁这座“运河之都”。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已十年。作为一名
孔孟之乡的文化工作者，济宁市政协常委、文史委副主任杨义堂在多年的文学创作中，紧扣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起源、传承和复兴主题，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点人物和历史事件，用
长篇历史纪实文学生动讲述大运河的前世今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汇聚动能

阐释价值

为鼓励辖区各企业、单位

积极参加“数据要素×”济宁选

拔赛，近日，时庄街道开展了系

列宣传推广活动。下一步，时庄

街道将持续做好此次大赛的

“宣传员”，动员鼓励更多企业、

机关干部、职工参加“数据要素

×”济宁选拔赛，不断汇聚推动

创新发展的磅礴动力，谱写数

据要素价值释放的新篇章。

(通讯员 张云伟 李家俊)

整治环境

提升颜值

嘉祥县*黄垓镇三袁村积

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人人参

与清除垃圾、清扫道路，努力

打造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为

全面巩固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成果，连日来，黄垓镇组

织各村开展环境卫生整治行

动，不断提升乡村颜值，扮靓

乡村环境。

(通讯员 杨芳)

强化建设

提升效能

近日，嘉祥县金屯镇召开全

镇数字政府建设工作推进会议，

多举措加快推动数字政府建设

取得新突破。工作人员采用PPT

和现场操作演示的方式对“山东

通”数字机关办事平台、视频会

议系统、内容逐一进行讲解。针

对日常实际应用中遇到的问题

进行重点说明，现场答疑解惑。

(通讯员 许明旭)

杨义堂正在接受采访。


	H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