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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现代的交融
一个推动城市更新的综合文化工程

“以前总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但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们逐渐认
识到文化本身所蕴含的巨大价值和潜力，
文化带动经济发展已然成为一个更为普
遍和深入的理念，这一理念更加突出了文
化的主动性和驱动力。”德州市政协文化
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王德胜说，代表农
耕文化的黄河文化，与代表商贸文化的大
运河文化，融合碰撞形成了德州市独具特
色的两河文化，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力量。

2022年，德州市委、市政府着眼未来，
发挥自身优势，明确发展方向，果断启动

“两河牵手”工程。这是对丰富的自然资源
与深厚的人文资源进行的一次深度整合
与全面提升，更是对这座城市未来发展蓝
图的美好憧憬与热切期待，可谓是一次高
瞻远瞩的决策，彰显了德州推动城市高质
量发展的坚定信心。

“自黄河齐河潘庄引黄闸起，通过潘
庄引黄总干渠、马颊河、沙杨河、减河全线
连通黄河、大运河。”德州市水利局设计院
副院长熊继斌告诉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条水路就默
默无闻地承担着引黄济津、引黄入冀的重
要任务，在整个华北地区的水资源调配和
生态保护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
今，“两河牵手”工程的推进，更是让这条
全长130公里长廊，成为两河文化复兴的
重要载体。

文化是历史的载体，历史是文化的血
脉。这座因德水(古黄河名)而名，因运(大
运河)而兴的城市，拥有大禹治水、董子弘
儒、桃园结义、四女孝亲等传统历史文化，
德州杂技、武术、京剧等地域文化，德州扒
鸡、乐陵小枣、保店驴肉等美食文化资源，
苏禄王墓、德州码头、四女寺枢纽、禹王亭
遗址等不可移动文物点……这些都是“两
河”赋予德州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地域文化的多样性是城市魅力的重
要来源，地域文化反映了城市的历史变
迁、社会结构、风俗习惯等。“城市更新与
地域文化的相融是当前城市化进程中的
重要趋势。”作为地域文化专家的王德胜
说，德州通过深入挖掘和传承地域文化，

结合现代城市规划和设计理念，可以推动
城市的持续发展、产业升级和人居环境改
善。同时，在城市更新中保护和传承地域
文化，有助于保持城市的独特性和辨识
度，增强居民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德州市着眼于“两河”区位和资源特
色优势，以史为根、以河为魂，为“两河”文
化搭建主舞台，把文化景区联动起来，实
现文化“牵手”，深入挖掘“两河”文化蕴含
的时代价值，打造“两河牵手”文化地标和
精神标识，充分提振了德州“两河”文化的
影响力。

黄河文化博物馆群、大运河文化展示
中心等文化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深入探索特色实践，组织廊道重点村开展
非遗剪纸文化体验、孝德文化传承等各类
文化体验活动，举办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德州)论坛、大禹文化节、董子文化高层
论坛、东盟文化交流周等活动，全面展示
了“两河牵手”的独特内涵。运河乐活区、
生态观光区、诗意栖居区、黄河魅力区四
个区域，涉及5个县市区、18个乡镇……一
幅色彩斑斓、科学布局的宏伟蓝图正在形
成。

变“流量”为“留量”
一个辐射全域的发展新机遇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条河流都是城
市发展的见证者与塑造者。它们如同城市
的血脉，滋养着土地，孕育着文明。

黄河见证了华夏文明的起源与发展。
而京杭大运河，则如同一条连接南北的文
化纽带，将德州与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两河牵手”工程以原有河道为骨，辐
射德州市全域，不仅丰富了德州市自然资
源和文化资源，更为这座城市的发展注入

了新的活力。
保留河道骨架，发挥水脉功能。2023

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水
网建设规划纲要》提出，我国踏上了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需要有坚实的水
安全支撑和保障。

“目前，大运河黄河以南段、北京至天
津的北运河段已实现通水，仅剩天津至黄
河段线路未通水。‘两河牵手’工程的建
设，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为该段线路补
水，实现黄河水、长江水、运河水三水汇
流、三水并补。”熊继斌介绍道。

融入生活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在德
州市平原县桃园街道西高寨村引黄干渠
溢流堰上的明月廊桥上，不少周边村民在
此唱歌打牌、休闲娱乐，这座仿清代歇山、
悬山组合的廊桥，正是德州市“两河牵手”
工程景观廊道的一部分。现在的明月廊桥
不仅是当地群众放松休闲的好去处，也是
平原县新晋的网红桥。“两河牵手”是对城
市生活品质的提升，德州市合理规划水空
间，增设休闲步道、自行车道、亲水平台及
儿童游乐设施等，满足市民多样化的休闲
需求。

填充文化血肉，传承历史记忆。“山东
手造·德州有礼”出圈，德州市举办运河沿
线城市手造展，召开大运河手造座谈会，
成立全国首个大运河沿线城市手造联盟
并发布联盟宣言；黄河大集活动异彩纷
呈，德州市创新“黄河大集+手造”模式，举
办“山东手造 鄃城有品”黄河大集首届手
造节活动，提升山东手造影响力；创新“黄
河大集+露营”模式，举办“儒风水韵德州
游”德州春季游露营地开营等活动，德州
市将“两河牵手”工程打造成连接过去与
未来的文化纽带，让大家在亲身体验中，
感受城市的历史底蕴与魅力。

激发文旅活力，促进经济发展。德州
市积极打造全域旅游示范区，推动多要素
聚集，多产业叠加，“文旅+”战略凸显集聚
效应，取得了显著成就。发展“文旅+”，打
造“运动之城”，高标准建设3000亩的体育
产业园区，运营投资15亿元的体育公园，
2024德州“两河牵手”户外运动嘉年华、龙
舟赛、2024德州运河马拉松暨好运山东·
马拉松城市联赛(德州站)等体育赛事盛
况空前，以赛为媒，集中呈现，“文旅+农
业”“文旅+康养”等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

成绩，齐河获评中国康养百佳县市、国家
级智慧健康养老示范基地、山东省文旅康
养强县，黄河国际生态城省级旅游度假区
入选全省文旅康养融合发展示范区；依托
12 . 8万亩黄河故道古桑树群，成功打造德
百旅游小镇省级生态康养基地。

共谱一曲
一个多部门联袂并进的经典案例

黄河、大运河赋予德州市相识取义、
守则和谐、开放包容的精神特质。“在‘两
河牵手’工程的顺利推进中，各部门和区
(县、市)也充分发挥这些精神特质，利用
自身优势，形成了强大的工作合力。”德州
市黄河大运河连通廊道建设指挥部工作
人员高永文接受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采访
时说，在追求高效协作与协同创新的今
天，跨部门合作已成为推动重大项目顺利
实施的关键力量。

在高永文看来，“两河牵手”工程涉及
部门和区(县、市)多部门之间有机协调，
通力合作，共谱一曲，这是政府行政职能
集约化、集成式改革创新案例的典型。

德州市自然资源局作为“两河牵手”
工程的牵头部门，负责项目的整体规划与
政策制定。高永文表示，德州市委、市政府
已经对文化廊道的空间布局、功能定位、
建设时序等进行了全面设计，确保项目建
设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前瞻性。同时，自然
资源局也对沿线地区的自然资源进行摸
底调查，制定科学的生态保护措施，确保
了工程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德州市政协先后
多次围绕大运河通航、保护与申遗等主题
开展视察，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这些资
料为政府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两河‘牵手’工程既是省重点水利项
目，也与大运河全线通水这一国家战略高
度相吻合。”德州市水利局设计院副院长
熊继斌介绍，市水利局负责文化廊道沿
线水利设施的建设与维护，不仅要对沿
线河流、湖泊等水体进行治理，还要保障
水资源的安全与清洁；同时，结合文化廊
道的景观需求，也会打造一批具有地方特
色的水利景观，提升文化廊道的整体景观
品质。

品传统文化、尝特色美食、赏美丽乡
村！德州市文化和旅游局产业服务科科长
索磊表示，市文旅局深入挖掘“两河牵手”
沿线地区的文化资源，通过举办文化节
庆、艺术展览、民俗表演等活动，展现地方
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结合旅游市场需
求，开发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产
品，完善廊道周边配套设施，如民宿、农家
乐、研学游、休闲游等，为游客提供丰富多
样的旅游体验。

德州市委宣传部高标准推动“两河牵
手”工程出圈出彩，深入推进文化体验廊
道内涵挖掘和转化利用，推动以“两河牵
手”为特色的数字化展示场景项目，以“5+
2”原则结合“数字科技+文化创意”，串联
沿线5个县市区的文脉、水脉、人脉，打造
运河文化主题元宇宙产业发展集聚区，以

“乾隆下江南”为主线的水上超高清裸眼
3D动态艺术体验空间，展现大运河德州
段风貌。另外，还组织并参与“两河牵手”
主题美术书法摄影展、“两河牵手·网红走
单骑”等活动，展现工程建设成果和德州
精神风貌。

如今，两河之间路网全线贯通，德州
正在打造水清、岸绿、景美、文化兴的绿色
长廊，建设黄河文化和运河文化重要的集
中展示地。沿线各县市区同频发力，在多
部门的紧密合作下，“两河牵手”工程捷报
频传，一个跨地区、跨部门的大型工程项
目的积极成果一一呈现。

“两河牵手”工程是德州市向世界递
出的一张新名片，它不仅展现了德州市在
文旅融合方面的决心与智慧，更为城市的
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两河
牵手”工程的逐步推进，一幅生态与文化
交相辉映、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新
画卷正在德州市这片土地上徐徐展开，这
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焕发出更加迷人
的光彩。

黄河故道之畔 京杭大运河之滨

两两河河牵牵手手德德州州
依依托托文文化化下下大大棋棋

滚滚黄河，蜿蜒运河，千百年来见证了德州的辉煌与荣耀，
也激励着德州人民不断前行。地处黄河故道之畔、京杭
大运河之滨的德州，一项关乎德州550多万百姓生活
的“两河牵手”民心工程，将两条孕育了华
夏文明的母亲河，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
紧密联系在一起，让这座古老而又年
轻的城市，更加吸引世人的目光，
共同书写德州发展的新篇章。

李梦晴 张春法
通讯员 岳晓蕾 德州报道

运河

黄河

2024德州运河马拉松鸣枪开跑。

黄黄河河大大运运河河连连通通廊廊道道路路网网工工程程
全全线线贯贯通通后后吸吸引引众众多多骑骑行行爱爱好好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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