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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保护优先，守好运河
文脉

自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以
来，台儿庄区持续加强台儿庄段文
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做好大运河文
化遗产基础保护。开展大运河沿线
文物资源调查和认定、研究，全面
掌握现存文化遗产的数量与分布、
本体特征与保存状况，建立大运河
台儿庄段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公布
第二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13处，将
运河防务碑、台庄闸遗址申报为第
六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台儿庄大
战旧址古民居申报为第六批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实施大运河文化遗
产保护工程。积极争取文保资金，
按照“修旧如旧、最小干预”原则，
对大运河台儿庄(月河)段古驳岸、
古码头等水工设施进行保护性修
缮，对清真寺、古民居等运河沿线
历史遗存进行抢险加固，最大限度
地保持了运河风貌的原真性、完整
性、延续性。加强大运河文化遗产
监督管控。加强大运河文化遗产与
国土空间规划有效衔接，科学划定
遗产区和缓冲区、文物保护单位的
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明确管
控要求，并将大运河遗产相关数据
纳入国土空间规划。落实基本建设
考古前置制度，完善“先考古、后出

让”工作机制，在大运河保护范围
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地块在收储、划
拨前，依法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工
作。对危及大运河遗产安全、破坏
大运河历史风貌等相关建设行为
开展执法查处。聚焦大运河生态与
文物资源保护，建立大运河公益诉
讼检察工作协作机制、文化遗产保
护专家咨询制度，为保护大运河提
供了司法保障和制度保障。

坚持活态传承，留住运河
记忆

激发运河文化创新创造活
力。实施文化基因激活工程，建立
台儿庄古城省级非遗传承教育实
践基地，对运河大鼓、柳琴戏等30
项地方非遗进行挖掘、还原，开发
古城非遗常态化展演项目30余
个。深入挖掘和利用非遗资源，推
进非遗工坊建设，形成了以蓝印
花布印染技艺、传统手工蚕丝制
作技艺为代表的省级非遗工坊，
以穆柯寨酒酿造技艺为代表的市
级非遗工坊。结合传统技艺，推出
黄花牛肉面、谭氏丝绸等非遗系
列伴手礼，开发“山东手造”特色
产品60余项及“台城有礼”近百个
系列、400余种文创产品。打造运
河文化旅游品牌。以运河文化为

主线，精心打造了“到台儿庄古城
过大年”、台风音乐节等节会名
片，举办了大运河龙舟赛、大运河
马拉松等体育赛事活动，培育了

“赏夜景、看演出、品美食、坐游
船”的夜游文旅品牌。今年前三季
度，全区累计接待游客697万人
次。围绕“研学大运河”，系统开发
九大研学精品课程，制定运河主
题研学线路六条，初步形成运河
研学运营体系。“运河古城寻梦之
旅”入选2024年大运河文化旅游
精品线路，古运河旅游线路入选
全国文化遗产宣传展示活动“50
强线路”。拓展运河文化展示空
间。大力推动古城业态焕新，推出
了东城门灯光秀、船形街《河·声》
等演艺项目，打造了“梦的幻妆”
旅拍换装体验馆、谢裕大茶行国
风主题演艺剧场等消费新场景；
渔灯巷景区以运河文化为基础，
以渔灯为特色元素打造运河街
景，并融合影院新视听与新交互
的数字科技，推出了幻境空间科
技体验馆，为观众带来沉浸式体
验。

坚持融合发展，扩大运河
影响

在沿运特色农文旅发展方面，
充分发挥沿运农业自然资源优势，
实施祥和庄园等沿运特色农文旅
融合片区建设，创建省级景区化村
庄5个，有2个村庄入选大运河文化
体验廊道建设重点村，“桃醉山乡”
甜桃文化节活动入选“乡村好时
节”优秀案例，运河湿地公园入选
省级生态旅游区培育名单，有力推
动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在运河生态
环境保护修复方面，以“生态运河”
为目标，深入开展“山水林田大会
战”，累计修复新建环城沿运生态
廊道96公里，建成人工湿地生态净
化项目9处，全区湿地面积达2万余
亩。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
果，先后开展碍洪突出问题排查等
专项整治，实施污水处理厂扩建、
提标改造及城区雨污合流管网改
造，运河水质常年稳定达到三类水

质标准。在城市更新、港航交通等
基础设施配套完善方面，以大运河
为中轴，聚焦内联外畅、城景融合，
助力大运河文化体验廊道建设。完
成运河北堤路拓宽、两岸公园、小
季河片区综合治理和华兴路适
旅化改造，开展兰祺河、护城河
等水系综合治理，实施兰祺河改
造、客运航道工程，打通城市连
通水系。推进运河航运转型提
升，实施京杭运河枣庄段二级航
道整治工程，目前主航道疏浚施
工已完成，航道通行能力大幅提
升，水运优势和潜能进一步发
挥。完成运河南堤风景旅游大道
建设，开通京台高速台儿庄大运
河服务区，成为全省首个开放式

“交旅融合”服务区。

强化规划引领，提升品牌
价值

该区聚力大运河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不断拓展文旅融合发
展新空间，聘请专业团队编制完
成了台儿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
园策划及概念性规划方案，以打
造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台儿庄
古城核心展示园为目标，构建沿
运文旅融合发展格局，着力把大
运河台儿庄段打造成为山东运
河文化展示“第一窗口”。强化项
目支撑。围绕实施“五大工程”建
设，在保护传承方面，偪阳故城
城墙遗迹抢险加固、汉画像石展
示长廊等工程已完工；研究发掘
方面，晒米城遗址考古调查勘探
项目施工招标已完成，即将启
动实施。文旅融合方面，渔灯巷
文旅街区项目已建成运营；区
医养结合康复中心项目正在推

进装修施工环境配套方面。京
台 高 速 台 儿 庄 大 运 河 服 务 区
运 营 启 用 ，配 套 建 设 E T C 出
口，成为我省首个开放式“交
旅融合”服务区，运河南堤旅
游 风 景 大 道 正 在 进 行 路 基 施
工；开展了兰祺河、护城河、小
季河水系综合治理。数字再现
方面。大战纪念馆馆藏文物数
字化保护已完工；大运河城市
超级 I P 动画片《运河护航队》
正在进行动画片制作；智慧旅
游 大 数 据 平 台 已 运 营 。借 助

“好客山东”等省级旅游品牌
营销渠道，利用线上线下推广
媒介，策划推出了一批运河文
化 、度 假 休 闲 等 精 品 旅 游 产
品，组织举办了中国运河产业
枣庄峰会、京杭大运河城市旅
游推广联盟年会等活动，打造
了“ 春 节 大 庙 会 ”“ 运 河 龙 舟
赛”等节庆赛事活动，有力提
升了“鲁风运河·匠心枣庄”文
旅品牌的影响力。

台 儿 庄 这 座 城 市 与 大 运
河 ，相 依 又 相 生 。有 人 说 ，这
里 是 南 方 的 北 方 ，是 北 方 的
南方。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给 了 它 不 一 样 的 际 遇 ，让 它
既 有 江 南 的 温 婉 ，亦 有 齐 鲁
的 厚 重 。历 经 了 气 象 万 千 的
繁 盛 和 战 火 的 洗 礼 ，大 运 河
台 儿 庄 段 仍 然 流 淌 不 衰 。如
今 ，台 儿 庄 古 城 伴 随 着 源 远
流 长 的 运 河 文 脉 ，焕 发 出 新
的生机与活力。在这里，运河
与城相伴了 4 0 0 余年，一起繁
荣 ，一 起 沉 沦 ，一 起 重 生 。未
来 ，它 们 依 旧 会 静 静 地 陪 伴
着 彼 此 ，共 同 见 证 着 台 儿 庄
的“新运河时代”。

枣枣庄庄市市台台儿儿庄庄区区
多多措措并并举举切切实实提提升升运运河河文文化化传传承承与与发发展展水水平平

近年来，枣庄市台儿庄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精神，把运河文化作为
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充分发挥古城龙头带动作用，突出保护优先、活态传承、融合发展，切实提升运河文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水平，不
断为古老大运河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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