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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专家学者就运河发展献计

管管理理运运河河应应有有专专门门机机构构

6月2日，徒步大运河
考察团邀请十几位运河
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相聚
杭州，举办最后一次座谈
会，就大运河的开发与保
护等系列课题建言献策。

本次考察活动，自5月
15日从京杭大运河最北端
的北京通州燃灯塔下启
程，到6月1日在最南端的
杭州拱宸桥收队，18天走
过18个城市，对京杭大运
河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
深入全面的考察和报道，
在社会上尤其是沿运各
城市，引发重大反响。

高档户外品牌巴塔
哥尼亚对本次考察活动
给予了大力支持。

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

保护运河说一尺不如做一寸

本报特派记者 乔显佳 马云云 发自杭州

座谈会上，阿里巴巴集团公益开放平台事业部高级经理、
天天正能量项目负责人郑顺财发言说，我们希望通过此次徒步
大运河考察行动，增进人们对大运河的了解，加强环境保护和
文化意识，进而在全国掀起关爱大运河、保护水资源的行动。

郑顺财说，我们选择与齐鲁晚报发起“徒步大运河”项目
作为阿里今年第一个有关水保护的大型公益项目，主要是基
于以下两点：一是活动自身很有意义，我们这一代要肩负保护
运河遗产的历史责任，做好这项工作利在当下、功在千秋；二
是我们与齐鲁晚报的理念一致：了解、唤醒和行动。了解———
京杭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物质和精神财富，不了解
谈不上保护和发展；唤醒——— 通过徒步活动，通过媒体的宣传
报道，最大程度唤醒大家保护大运河的意识；行动——— 说一尺
不如做一寸，只有大家都参与进来，大运河的保护和发展才能
落到实处。

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愿意和齐鲁晚报这样有影响力的媒
体一起，在未来发起更多有关水资源保护的公益项目。通过唤
醒，通过行动，为改善我们身边的水环境，贡献自己的一分力
量。

本报特派记者 乔显佳 马云云
发自杭州

复航可作为

全民议题讨论

“黄河以北恢复通航意义
重大，在技术上不是问题。”参
加座谈的济宁市航道管理处研
究员辛彦青认为，大运河要想
恢复通航，必须改变人们的思
维方式。

比如一些人提出，大运河
通航后，若运输需求量不足咋
办？辛彦青认为，有了航运条
件，就会引发市场的自动调节，
凭借内河航运的低成本、大运
量优势，大运河通有所用不是
问题。

“运河是活的遗产，它最大
的生命力是水，传承和保护运河
遗产，首先就是恢复水的功能。”
国家旅游局《京杭大运河旅游总
体规划》项目负责人、山东省旅
游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陈国忠
建议。若能实现大运河通航，还
应加上“兴运”二字。

济南社科院副院长、山东省
历史学会副会长张华松说，目
前，社会上对京杭大运河要不要
全线复航仍有争论，他建议把这
一话题作为一项开放性的全民
议题，进行广泛讨论，甚至可以
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进行可行
性或非可行性研究，达到科学论
证、民主决策的目的。

运河穿黄

已非技术难题

一些水利专家提出，京杭大
运河实现全线通航的关键在于
穿黄，难度极大。对此，山东省政
协原副主席、运河研究专家李殿
魁认为，运河穿黄在今天已不是
什么技术问题。黄河山东段淤积
成地上“悬河”，为运河穿黄提供

了条件，只要从黄河河床下打隧
道，南四湖的水就可以向北一路
流到天津。

据测算，运河穿黄处海拔高
度28米，聊城25米，沧州13米，天
津3 . 5米，“水往低处流”，运河过
黄河后就可一路入海河。李殿魁
提出，只需在黄河河床下掏出一
条航道 2 5米宽、净空 1 0米、长
3100米的隧道，就可实现黄、运
分治的工程。预计这项工程耗资
40亿元，两三年内即可完成。

之前，关于运河是否能穿黄
的讨论众多，李殿魁认为，其背
后主要是因为牵涉不同行业、地
域的利益。

《山东运河航运史》编辑部
副主任焦振炜说，今后大运河要
在继承、保护、创新中求发展，应
加强运河分期、分类、分项、分段
的研究，全方位、多层面实施运
河资源的综合开发。国家应推进

京杭大运河升级改造扩能工程，
改善运河通航条件，建、管、养统
筹兼顾，为大运河通航兴运创造
有利条件。

沿运各市

应加强信息共享

参加座谈会的济宁市港航
局局长玄志祥介绍，比起其他交
通方式，水路运输具有突出的投
资小、占地少、成本低、运能大等
优势。据测算，在资金投入方面，
水运、铁路、高速公路的基建投
资比例为1：3：7。而在运能方面，
水运的运输成本仅相当于公路
的1/7、铁路的1/3。从加强河道
综合利用的角度说，完全可实现

“水上航运，水下养殖”的目标。
另外，运河流域两侧都是绝佳的
林业生态带，有助于改变区域的
生态环境。

从眼下来看，为做好“依河
兴运”文章，玄志祥提出，首先要
搞好规划，加大投入，加大航道、
船闸、助航设施等基建力度。另
外要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
充分调动政府和市场两个积极
性。

“近年来，尽管国家提出了
优港口、强海运、兴内河的发展
战略，但相比公路、铁路甚至航
空建设，对内河的投资不是多了
而是少了。”辛彦青建议，应建立
沿运港口城市联席协作机制，定
期商讨运河利用、环境保护、产
业发展、市场开发、文化建设等
问题，做到信息共享、协调发展、
合作共赢。

“我建议把京杭大运河发展
上升到国家战略。”辛彦青说，大
运河要得到快速合理发展，交通
部应成立专门的京杭大运河管
理机构。

2日，十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大运河保护与开发座谈。 本报特派记者 张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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