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

A08
2014年6月3日 星期二 编辑：申慧凯 插图：牛长婧 组版：继红

身边

山东运河开发将主打“儒风运河”

搞搞运运河河旅旅游游政政府府得得多多松松手手

本报特派记者 乔显佳
马云云 发自杭州

政府事事亲为，反而

束缚开发

“京杭大运河沿线旅游资源
独特，目前已经有了不少成功的
开发经验。”座谈会上，山东大学
旅游系教授、山东省旅游专家委

员会委员王晨光说。不过他分析，
当下运河南北差异巨大，旅游开
发的困难不小。

王晨光介绍，运河南北经济
发展、地域民俗和文化特色及运
河通航状况各不相同。各地在开
发大运河文化旅游时，要关注政
府主导与发挥市场主体作用之间
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京杭大运
河”这一统一文化品牌与沿线各
城市个性化开发之间的关系。

他还指出，从总体情况看，现
阶段北方地区政府作用更大一
些，南方地区市场作用则更为突
出。对此王晨光建议，就大运河文
化旅游开发，政府的角色应主要
放在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方面，
尽量避免凡事亲力亲为、客观上
束缚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问题。

江南古镇开发也才

二十多年

济南市社科院副院长、山东

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张华松对沿途
走过的江南运河古镇印象极深，
他认为，大运河的旅游开发必须
因循传统文化，体现本地特色。山
东运河旅游资源也很丰富，像聊
城的临清、张秋，尽管已经衰落，
但是城市的肌理、格局还是有的，
完全可以打造山东运河旅游的一
张新名片。

杭州市拱墅区政协文史委主
任刘可琛说，1997年前，当地的运
河还是臭水沟，当时拱墅区区委
就提出了运河文化的全新概念，
目的是唤醒运河，激发沿线单位
对古运河的关注和保护。后来又
借助2006年开启的中国大运河申
遗工作，推动还河于民，打造世界
级旅游产品。

王晨光说，江浙地区20年前没
有开发江南古镇的概念，但目前的
运河沿线城市已经形成很好的产
品。运河旅游的开发不仅具有旅游
意义，还具有综合意义，对于全线
的文化旅游融合发展都大有帮助。

运河恢复更要注重

原生态环境

“运河旅游怎么做？我认为要
和当下文化结合起来，做到有扬
弃地传承。”山东省旅游规划设计
研究院院长、国家旅游局《京杭大
运河旅游总体规划》设计项目负
责人陈国忠说，运河是个“活遗产”，
在旅游开发中，恢复原生态的运河
生产、生活、生存空间非常重要。

陈国忠说，运河的保护开发
和利用在旅游上是一个统一体。
近期，山东省文物局已委托省旅
游规划设计院作省内运河遗产的
相关规划。

据专家介绍，京杭大运河山
东段将真实再现运河生活，打造
运河遗产廊道、运河遗产游憩小
道的概念和产品。山东旅游将打
响“运河人家”旅游品牌，并在接
下来将“儒风运河”作为山东十大
旅游目的地着重推出。

在京杭大运河南线一些
城市，运河旅游日渐升温，古
镇开发也渐趋成熟。相比之
下，北方城市尽管也意识到
自己手中有块宝，但却不知
旅游开发如何做才能更好。2
日，在杭州举行的京杭大运
河徒步考察团第六次专家座
谈会上，专家纷纷为运河旅
游开发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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