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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9 日电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充分挖掘大运河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好、传

承好、利用好大运河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打造大运河

文化带，是新时代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

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大运河文

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并发出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

全长近 3200 公里，开凿至今已有 2500 多年，是中国古代创造的

一项伟大工程，是世界上距离最长、规模最大的运河，展现出我

国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和勇气，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

明，是一部书写在华夏大地上的宏伟诗篇。但长期以来，大运河

也面临着遗产保护压力巨大、传承利用质量不高、资源环境形势

严峻、生态空间挤占严重、合作机制亟待加强等突出问题和困难。

出台《规划纲要》，强化顶层设计，推进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对

于打造宣传中国形象、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亮丽名片，

以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为引领，统筹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都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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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纲要》提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紧

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紧扣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文化为

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科学

规划、突出保护，古为今用、强化传承，优化布局、合理利用的

基本原则，打造大运河璀璨文化带、绿色生态带、缤纷旅游带。 

《规划纲要》明确，要按照“河为线，城为珠，线串珠，珠

带面”的思路，构建一条主轴带动整体发展、五大片区重塑大运

河实体、六大高地凸显文化引领、多点联动形成发展合力的空间

格局框架，并根据大运河文化影响力，以大运河现有和历史上最

近使用的主河道为基础，统筹考虑遗产资源分布，合理划分大运

河文化带的核心区、拓展区和辐射区，清晰构建大运河文化保护

传承利用的空间布局和规划分区。 

《规划纲要》以专门章节突出强调，要深入挖掘和丰富大运

河文化内涵，充分展现大运河遗存承载的文化，活化大运河流淌

伴生的文化，弘扬大运河历史凝练的文化，从这 3 个层次深入理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2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