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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遗产产周周边边设设3300米米以以上上缓缓冲冲区区
进行大型建设项目，需报国际遗产理事会批准

我省缓冲区面积

占申遗缓冲区一半

在大运河申遗的8年“长跑”
中，各级、各地文物部门多次邀
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世界
遗产领域的专家前来考察指导。
其间，负责申遗工作的教科文组
织有关专家向中国提出，在纳入
申遗目录的遗产点段周围，划定
一定范围为“缓冲区”，以便加大
对遗产的保护力度。

省文物局副局长由少平介
绍，缓冲区相当于我国各级政
府重点文保单位中，在其周围
划定一定的保护范围。但就是
这么一个要求，把一些省市给
难住了。

据介绍，在一些省市，在划
定缓冲区时，因为部门、地区利
益对立，方案根本就通不过。尤
其是在南方一些迄今运河航运
仍十分发达的城市，由于运河
两岸居民众多，有的处于城市
黄金地带，划定缓冲区无疑将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既往的建设
计划，因此推行起来困难重重。
在此情形下，山东划定大运河
文化遗产缓冲区的意志非常明
确，根据情况，入选遗产点外均
划定了30米至500米不等的缓
冲区，在遗产点段处明确标明，
并向社会通报。由少平透露，山
东的这项工作不仅走在其他沿
运省市前头，而且增强了中国
申遗工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面前的“说话”分量，有力支持
了全国大运河申遗工作。

实际上，像山东临清等市，
由于运河就在闹市区，划定缓
冲区时，当地也感到压力颇大。
根据世遗有关要求，划为大运
河文化遗产缓冲区的地带，若
当地政府再进行大型建设项
目，需报请世界遗产组织下设
的国际遗产理事会批准，而居
民日常因生产生活需要进行的
一般建设项目，也应得到省文
物行政部门的批准。

据悉，此次进入大运河世
遗目录的全国8个省级行政区、

35个地级市，申报遗产区面积
20819公顷，缓冲区面积52747
公顷。其中，我省遗产区面积为
16603公顷，缓冲区面积29501
公顷，均超过全国半数。

勾画“历史文化长廊”

亲近运河

谢治秀介绍，在大运河申
遗过程中，山东创下多个“第
一”。其中就有率先在全国规划
设计大运河历史文化长廊，这
不仅是一个文化遗产的规划，
更是一个对遗产如何科学利用
的规划。它的实施，将有利于利
用好大运河的资源，助推山东
西部地区隆起，为当地经济社
会建设添砖加瓦。

与以往文物工作仅仅强调
“保护”有所不同，大运河历史
文化长廊则主张在保护前提
下，花更多精力用于科学利用，
意在推动大运河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体现了“申遗的最终目的
是有序利用”的理念。

运运河河其其他他点点段段可可第第二二批批申申遗遗
为防影响开发建设，有的地区未申报

申遗5年

山东人肩头担子最重

山东省文物局局长谢治秀
在会上说，在与我国有关的两
大申遗项目中，大运河属于我
国独立申报，而山东在全国的
申遗工作中，做出了重要的贡
献：全国运河8省、直辖市共有
27段、58个点的大运河文化遗
产中列入世遗名录，山东就入
选8段、15个遗产点，分别占全
国1/3强、1/4强，足见山东为此
次申遗做出的贡献之大。正因
为大运河山东段点多面广，山
东段运河情况复杂，因而申遗
任务浩繁艰巨，压在山东人肩
头的担子也最重。

谢治秀说，山东投入大运河
申遗的5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沿线5市党政以及各级文
物部门付出了艰苦努力，“在汶
上县南旺分水枢纽工程考古公
园建设中，搬迁了很多的居民，

我调研时刻意问了他们的意见，
这些因申遗搬迁的居民都对大
运河申遗表示理解和支持，让人
很感动。”谢治秀说。

此次58个遗产点

仅是运河遗产一部分

据介绍，大运河申遗起初
只是京杭大运河申遗，后来加
入隋唐运河，安徽、河南两省因
此参与进来，之后，浙东运河部
分点段也加入进来。记者采访
中了解到，仅京杭大运河就有
约1800公里，而这次大运河申
遗的只是58个遗产点，并非所
有的运河遗产。那么，此次大运
河申遗之后，在58个遗产点之
外的运河段，是否能得到“世界
文化遗产”的相应恩惠呢？

山东省文物局副局长由少
平表示，尽管很多的运河段不
包含在这次申遗名录之内，但
大运河申遗成功将对这些区域
的文化遗产保护带来积极的意

义。之前，京杭大运河已列为各
级政府的重点文保单位，也是
一道重要的护身符，具体到其
中有的属于国保单位，有的属
于省保，有的属于市保。更重要
的是，在实际的保护和利用中，
其他大运河河段的保护和开发
层次也将与世界文化遗产看
齐，从而有利于对大运河遗产
的保护。

由少平说，根据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的有关规定，申报遗
产项目必须“连片成段”，但在
实际工作中，有的地区出于航
运、水利等实际利益的考虑，不
希望列入申遗预备目录，以免
在下一步的开发建设中，被“世
遗”捆住手脚。

由少平透露，根据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2012年出台的一项
法案，大运河在申遗成功之后，
其他遗产点段若工作做得好，
仍有希望作为世遗预备名录进
行第二批申报，只不过要隔上
较长一段时间。

阳谷农民赵中田

30年搜集27部运河民谣书稿

运河作家杨义堂

写小说光搜素材就用了好几年

本报记者 马辉 汪泷

在中国大运河成为世界
文化遗产前夕，由济宁市文物
局副局长、作家杨义堂创作的
长篇历史小说《大运河》出版
发行，这也是他向大运河申遗
成功的一份献礼。

杨义堂说，“自己作为在
运河畔长大的人，对于大运
河的感情不言而喻，写一部
有关大运河的长篇小说并不
是一时冲动，为了写成这部

小说，他单是搜集素材就用
了几年时间，而写作的时间
则放到了下班后，他把自己
置身于明朝永乐年间的大运
河畔，努力再现那段婉转传
奇的故事。”

长篇历史小说《大运河》，
讲述的是由一个农民担任治
河总师，他所设计的大汶河戴
村坝和大运河南旺枢纽，解决
了制约大运河的水源和如何
越过“水脊”等一系列高科技
问题，带来了北京城明清两代
500年的繁荣，也带来了济宁、
聊城、淮安、扬州等一批运河
沿岸城市的兴旺。

“八年艰难的申遗过程
中，在绵延数千里的大运河
畔，洒下了广大文物工作者无
数的汗水和心血，也凝聚了他
们的深深爱恋和情怀。”杨义
堂告诉记者，长篇历史小说

《大运河》的诞生，就是这个艰
苦过程的孕育和升华。

本报记者 王传胜

赵中田是阳谷县阿城镇赵
店村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民，上
世纪80年代起，高中毕业的他
开始行走运河沿岸，收集老人
们口口相传的民谣，一干就是
30多年，至今已走过河北、山
东、江苏三省的1000多个自然

村，一辆摩托车骑了12万里路。
如今，他访问过的老人，

十之八九已经过世了。他也由
当年的小伙，成为54岁的“老
年人”。这么多年来，痴迷于收
集运河民谣的他，认为这是一
件“有意义的事”。他整理出的
手稿足有1米多高，3 0 0多万
字，能出29本书。

现在他外出收集民谣的
时间渐渐少了，更多的精力用
于把剩余的27本初稿出版成
书。有专家称，赵中田抢救了
运河沿岸“濒危的民间文学”，
这些田野调查资料堪称“当代
诗经”。

如今，大运河申遗成功。
赵中田又一次看到了希望，希
望能借助申遗，实现一个中国
农民的文化梦。

运河文化专家刘迎水

自购设备采访运河老人

本报记者 马辉 汪泷

在微山湖的北端，南阳古
镇——— 一个地处鲁西南的江
北水乡泽国，古老的京杭大运
河穿镇而过。南阳镇文化服务
中心主任刘迎水是土生土长
的南阳人，也是当地的运河文
化专家。几年前，他就参与建
立起鲁西南第一家民俗博物
馆“微山湖民俗博物馆”，馆藏
内容涉及渔民传统生产渔网
具、生活用具、服饰、手工艺
品、运河风俗等，大至渔船网
箔小至一钩一卡，应有尽有，
以它独特的方式向世人述说
着古老运河的故事。

“1989年，我花100元买了
一部采访机，空余时间里找老
人聊天，晚上回家把内容整理

出来。现在好多老人都不在
了，幸亏那时的抢救性采访才
能留下南阳的历史文化。”20
多年来，刘迎水以自己的方式
留住南阳岛的“记忆”，为南阳
古镇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刘迎水说，如今，南阳岛上
还保留着原生态的渔家生活，
没有一条公路，没有一辆汽车，
几乎家家有船，出门就以船代
步。许许多多纵横交错的小巷
组成了古镇的交通网，街巷都
很窄，只能两人并肩而行，都铺
有青石板，穿过任何一条小巷
都会到达穿镇而过的元代古运
河。古镇上几乎没有超过三层
的楼房，民居院落皆沿河而建，
四五户共住一院。除了镇上的
居民，南阳镇还有相当一部分
渔民。和平村是一个渔村，这里
的渔民一辈子生活在船上，世
代以打鱼为生，以船为家。为了
船体稳固，几艘船牢牢拴在一
起，靠在岸边。

世界遗产大会决定将中国大运河以及丝绸之路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后，6月22日，
山东省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和公众介绍了山东参与大运河申遗台前幕后。

本报记者 乔显佳

备受全国人民关注的大运河申遗成功了，沿运8个省、直辖市，35个城市又增加一个世界
文化遗产项目。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大运河成功申遗之前的5年中，我省工作有力，收获
也相对更大。

本报记者 乔显佳

微山湖民俗博物馆内陈列了大运河遗址的效果图。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运河人物

·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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