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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城接力大运河阅读行动计划，让游客沉浸式体验——

一条可以被反复游读的大河
□ 牛莹 祁晓亮 本报记者 张陇堂

近 日 ，由 甘 肃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主

办 的 甘 肃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展 厅 正 式

开放。展厅以固定陈列展为主，采用

图文和实物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展示

甘 肃 省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人 类 非 遗

代 表 作 名 录 项 目 和 甘 肃 省 最 有 特 色

的 如 兰 州 牛 肉 面 等 国 家 级 和 省 级 非

遗代表性项目。

近 年 来 ，甘 肃 省 加 大 对 非 遗 的 保

护 和 传 承 ，非 遗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非 遗

与旅游融合发展等工作亮点频现、成

果丰硕，让古老的非遗走入寻常百姓

家，逐步实现传统文化的复兴蝶变。

加强保护传承

“ 多 年 来 ，甘 肃 非 遗 保 护 法 规 体

系 、抢 救 性 保 护 措 施 、项 目 和 传 承 人

谱 系 、人 才 队 伍 培 养 等 工 作 逐 步 发

展，非遗保护成效明显。”甘肃省文化

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吕兴来表

示。甘肃省相继出台或修订《甘肃省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专 项 资 金 管 理

办法》《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

等文件法规，省内各市州也陆续出台

20 余 个 地 方 性 非 遗 管 理 规 范 性 文

件 。 2021 年 年 底 ，甘 肃 编 制 完 成《甘

肃 省“ 十 四 五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规 划》《甘 肃 省 黄 河 流 域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规 划》，为 甘 肃 非 遗 发 展 保

驾护航。

近 年 来 ，甘 肃 省 非 遗 保 护 领 域 注

重 系 统 全 面 谋 划 ，着 力 挖 潜 力 、增 活

力 、补 短 板 ，积 蓄 文 化 强 省 建 设 的 底

气，使非遗保护成为甘肃省重点工作

和深受群众欢迎的惠民工程。

“十三五”期间，甘肃省依托西北

民 族 大 学 、兰 州 交 通 大 学 、兰 州 文 理

学 院 、陇 东 学 院 4 所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确

定 的 中 国 非 遗 传 承 人 群 研 培 计 划 参

与高校，共举办道情皮影、临夏砖雕、

保 安 族 腰 刀 等 研 培 班 24 期 ，培 训 学

员 1300 人 次 。 今 年 3 月 ，由 兰 州 文 理

学 院 申 报 的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本

科专业获批设立，填补了西北高校非

遗保护本科专业的空白。

目 前 ，甘 肃 省 内 各 级 文 旅 部 门 均

设 有 相 应 的 非 遗 处 室 和 非 遗 保 护 中

心，并已建成省级 54 个、市级 107 个、

县级 224 个非遗展示传承场所。

由 甘 肃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主 办 的

“ 陇 上 非 遗 ”微 信 公 众 号 从 不 同 层 面

展示甘肃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创

新 等 内 容 ，逐 步 实 现 了“ 人 人 了 解 非

遗，人人传播非遗”的目标。

在 今 年 的“ 文 化 和 自 然 遗 产 日 ”

甘 肃 省 非 遗 宣 传 展 示 主 会 场 系 列 活

动中，甘肃省非遗系统性保护工作成

果 展 备 受 关 注 。 刻 葫 芦 、剪 纸 、天 水

雕漆、泥塑等 3409 件优质非遗展品集

中亮相，64 名非遗传承人进行现场活

态展示，让游客大饱眼福。

助力乡村振兴

“枝繁叶茂。”谈起甘肃非遗助力

乡 村 振 兴 ，吕 兴 来 这 样 总 结 。 近 年

来 ，甘 肃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把“ 非 遗 +

扶 贫 ”作 为 重 点 ，鼓 励 支 持 建 设 非 遗

扶 贫 就 业 工 坊 ，带 动 群 众 增 收 致 富 。

截 至 2021 年 年 底 ，甘 肃 省 建 成 93 家

省级及以上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共吸

纳 2033 人就业，月均收入 1511 元。

2006 年 ，临 夏 砖 雕 被 列 入 第 一 批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 临 夏

砖雕非遗扶贫就业工坊成立，依托临

夏青韵砖雕有限公司，坚持走生产性

保 护 路 子 ，为 周 边 群 众 传 授 技 艺 ，提

供 就 业 。 目 前 ，该 工 坊 有 员 工 285

名 ，其中残疾人 4 名 ，年产砖雕产品 5

万平方米，年营收 6000 多万元。

“ 工 坊 与 临 夏 现 代 学 院 建 立 双 主

体 办 学 、双 机 制 育 人 办 学 模 式 ，辅 助

设 立 了 现 代 职 业 学 院 雕 刻 人 才 培 养

基地、临夏州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基

地 。 同 时 搭 建 砖 雕 艺 术 研 学 体 验 平

台，开设传习培训班，融入研学体验，

向 外 展 示 临 夏 砖 雕 的 传 统 魅 力 及 非

遗 助 力 精 准 扶 贫 的 先 进 经 验 。”临 夏

砖 雕 非 遗 扶 贫 就 业 工 坊 负 责 人 范 祥

军介绍。

2019 年 以 来 ，定 西 市 文 体 广 电 和

旅 游 局 命 名 授 牌 21 个 市 级 非 遗 扶 贫

就 业 工 坊 ，打 造“ 非 遗 项 目 +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研 发 设 计 +手 工 作 坊 生 产 +

培 训 员 工 + 展 示 展 览 + 营 销 队 伍 ”全

产业发展模式，推动手工作坊和非遗

传 习 所 走“ 作 坊（传 习 所）+ 微 商 + 市

场”的路子。

走 进 陇 西 刺 绣 非 遗 传 承 人 祁 辉

的 百 草 染 色 馆 ，琳 琅 满 目 的 靛 青 、月

白 等 彰 显“ 中 国 色 ”的 百 草 染 色 作 品

及 陇 西 刺 绣 手 工 布 包 、茶 席 、枕 头 等

工 艺 品 很 是 抢 眼 。“ 我 会 通 过 抖 音 平

台 讲 述 扎 染 、蜡 染 、夹 染 等 着 色 方 法

以及刺绣技艺、文创产品等内容。”祁

辉 用 原 创 和 手 工 制 作 ，摸 索 出“ 非

遗 +文 创 +电 商 +扶 贫 ”的 模 式 ，带 动

群众致富。

近 两 年 ，甘 肃 省 通 过 开 展“ 云 购

非 遗 —— 非 遗 购 物 节 线 上 直 播 带 货

活动”，邀请网红直播带货、非遗传承

人 参 与 直 播 、网 友 互 动 等 ，让 甘 肃 非

遗产品走上云端，为非遗传承人拓宽

销售渠道。

促进文旅融合

衣 袂 飘 飘 的 飞 天 、线 条 流 畅 的 菩

萨、翩翩起舞的乐伎……敦煌壁画上

的 人 物 在 敦 煌 剪 纸 项 目 酒 泉 市 级 非

遗传承人庄生娟的手下栩栩如生。

“ 我 将 敦 煌 剪 纸 与 研 学 课 程 结

合，带孩子们了解敦煌剪纸的历史文

化 及 技 法 特 点 。 孩 子 们 可 将 自 己 完

成 的 剪 纸 作 品 转 印 到 背 包 、T 恤 或 杯

子 上 ，体 验 剪 纸 在 现 代 生 活 中 的 运

用。”庄生娟说。

“ 传 承 让 甘 肃 非 遗 百 花 齐 放 ，弘

扬让甘肃非遗花繁果硕。近年来，通

过 举 办‘ 如 意 甘 肃·多 彩 非 遗 ’全 省

巡 演 活 动 ，持 续 开 展‘ 文 化 和 自 然 遗

产 日 ’非 遗 宣 传 展 示 活 动 、‘ 文 化 进

万 家 — 视 频 直 播 家 乡 年 ’活 动 等 ，甘

肃 省 不 断 培 育 非 遗 传 播 品 牌 。”甘 肃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处

负责人安明文介绍。

近 两 年 ，在“ 文 化 进 万 家 — 视 频

直播家乡年”活动中，民乐秦腔、景泰

树 皮 画 、河 西 宝 卷 、通 渭 影 子 腔 等 非

遗项目精彩绝伦，以视频直播方式为

非遗插上互联网的翅膀，活态呈现了

陇 原 儿 女 独 特 的 年 俗 礼 仪 、民 土 风

情，成为甘肃文旅一张靓丽的名片。

2021 年 6 月 ，兰 州 老 街 举 办 了 甘

肃 省“ 文 化 和 自 然 遗 产 日 ”非 遗 宣 传

展 示 主 会 场 活 动 ，首 次 将 甘 肃 非 遗

搬 进 景 区 ，花 儿 、皮 影 戏 、兰 州 鼓 子 、

陇 剧 、崆 峒 派 武 术 等 26 个 国 家 级 、省

级 非 遗 项 目 约 148 名 非 遗 传 承 人 参

加 活 动 。 同 时 ，还 有 保 安 族 腰 刀 、刻

葫 芦 、陇 西 腊 肉 、庆 阳 香 包 、手 工 面

点 等 40 类 约 1500 件 非 遗 文 创 产 品 亮

相 ，45 个 非 遗 扶 贫 就 业 工 坊 、店 铺 在

兰 州 老 街 花 雨 广 场 开 展“ 非 遗 购 物

节 ”等 活 动 ，为 游 客 献 上 了 一 场 非 遗

“ 盛 宴 ”。

今年 6 月，在甘肃非遗影像展厅，

200 幅（组）图片向人们展示了甘肃各

地非遗保护传承弘扬的成效，充分展

现了甘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满足人

民 群 众 对 美 好 生 活 向 往 的 场 景 。 其

中，部分优秀作品在甘肃非遗影像馆

长期固定展陈。

吕 兴 来 说 ，下 一 步 ，甘 肃 将 盘 活

用好各类非遗资源，继续践行非遗保

护 成 果 惠 及 大 众 、融 入 生 活 理 念 ，展

示 非 遗 之 美 、传 承 文 化 之 根 ，为 实 现

甘肃省文旅高质量发展赋能，为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 裴瑶 谭珊珊 本报记者 高慧

浏 览 叹 为 观 止 的 稻 田 灌 溉 遗 址 ，

体 验 浓 郁 的 农 耕 文 化 ，感 受 长 达 几 十

万 年 史 前 人 类 遗 存 的 魅 力 。 国 庆 期

间 ，湖 南 常 德 澧 县 城 头 山 旅 游 景 区 暨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以下简称城头山）

秋 意 正 浓 ，来 来 往 往 的 游 客 在 斑 斓 的

秋 色 中 深 刻 感 受 这 张“ 农 耕 文 化 名

片”。湖南省委书记张庆伟日前在“中

国这十年·湖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提

出，湖南要着力打造“五张名片”，其中

包括以城头山古文化遗址为代表的农

耕文化名片。如何打造，怎么创新，成

为城头山管理者孜孜以求的目标。

农耕文化资源富集

城 头 山 是 国 家 4A 级 旅 游 景 区 ，其

核 心 是 闻 名 遐 迩 的 城 头 山 古 文 化 遗

址 。 城 头 山 古 文 化 遗 址 是 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也 是 迄 今 中 国 唯 一 发

现 时 代 最 早 、文 物 最 丰 富 、保 存 最 完

整 的 古 城 遗 址 ，被 誉 为“ 中 国 最 早 的

城 市 ”，是“ 中 国 20 世 纪 100 项 考 古 大

发 现 ”之 一 。

负 责 景 区 运 营 的 澧 县 城 头 山 建 设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杜 龙 华 介 绍 ，城

头 山 2011 年 启 动 建 设 ，2015 年 年 底 基

本建成对外开放，2016 年 6 月 7 日正式

开 园 ，是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与 旅 游 相 结 合

的 文 化 旅 游 项 目 。 景 区 以 古 城 文 化 、

农耕文化、祭祀文化为灵魂，将遗址景

观 和 周 边 生 态 环 境 、建 筑 景 观 等 要 素

结合起来，配套了一系列体验产品、休

闲项目、生态景观，形成了完整的游憩

体 系 。 另 外 ，城 头 山 内 还 有 文 物 展 览

区、古城地下发掘遗址展示区、稻田农

耕 文 化 观 赏 区 等 几 大 游 览 区 ，通 过 器

物 、高 新 科 技 等 展 示 了 制 陶 、生 活 居

住、墓葬、稻田灌溉、祭祀等遗址遗迹。

作 为 城 头 山 的 标 志 性 建 筑 ，占 地

百亩的城头山古城遗址博物馆展示了

以城头山遗址为“龙头”的澧阳平原史

前遗址群所代表的中国南方璀璨的古

文 明 。 博 物 馆 内 设 艺 术 大 厅 、基 本 文

物陈列馆、临时展览馆、多媒体演示厅

等 。 游 客 李 先 生 说 ：“ 博 物 馆 内 的 制

陶、祭祀、古人生活等场景以及 6000 年

前的稻谷等展品令人震撼。先进的农

耕文化、完善的生活设施，是城头山古

城遗址留给后人的宝贵文化遗产。”

农文旅融合体验多

澧 县 城 头 山 建 设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董

事长冯传立介绍，近年来，城头山景区

以 城 头 山 国 家 考 古 遗 址 公 园 为 核 心 ，

以 稻 作 文 化 为 主 线 ，打 造 了 集 旅 游 农

业、观光农业、示范农业、休闲农业、体

验 农 业 于 一 体 的 现 代 农 业 观 光 园 ，规

划面积 5000 余亩，包括稻田彩绘园、农

耕体验园、稻田民宿等八大版块，让游

客对农耕生活有更加直观的体验。

在农耕体验园内，耕地、收割、插秧

等多个场景雕塑安插在稻田内，游客在

此可以看到古人收割稻谷的场景，也可

以亲自下地体验收割稻谷。“现在很多

地方收割稻谷都用机械，人工收割模式

则较少看到了。如今，在这里看到这些

稻田里的雕塑，可以直观感受到农民收

割稻谷时的辛劳，也让我们体会到‘粒

粒皆辛苦’的不易，更加理解光盘行动

的 意 义 。”游 客 谭 军 带 着 5 岁 的 儿 子 边

为其介绍每个雕塑场景，边感叹现下美

好生活的来之不易。

为 加 快 打 造“ 农 耕 文 化 名 片 ”，丰

富 景 区 农 耕 文 化 内 涵 ，城 头 山 计 划 把

大 堰 垱 镇 筒 车 村 同 各 农 耕 馆 收 藏 的

1000 多个品种 8000 多件（套）传统农具

和与之相关的生活器具全部搬至城头

山改造后的博物馆里进行展览。

这 些 农 具 是 同 各 农 耕 馆 馆 主 陈 柏

枝 历 经 20 余 年 ，行 走 长 江 流 域 10 多 个

省 、市 ，走 村 串 户 搜 集 而 来 ，类 别 涵 盖

农耕崇拜、耕地整地、播种插秧、移栽、

培管、打药治虫、收割脱粒、运输晾晒、

剥 壳 碾 米 等 ，其 中 不 乏 明 清 时 期 的 古

农具。

冯 传 立 说 ：“ 这 些 农 具 是 打 造 农 耕

文 化 名 片 必 需 的 展 品 ，也 是 农 旅 融 合

的 重 要 载 体 。 通 过 这 些 老 式 农 具 ，游

客 可 以 沉 浸 式 感 受 农 耕 文 化 ，触 摸 先

古农人的智慧结晶。”

目 前 ，城 头 山 景 区 正 围 绕 打 造“ 农

耕 文 化 旅 游 体 验 基 地 、独 具 特 色 的 研

学 基 地 、澧 阳 平 原 国 保 文 物 集 中 展 示

基 地 ”的 发 展 定 位 ，不 断 丰 富 旅 游 产

品 ，满 足 游 客 需 求 ，并 全 力 争 创 国 家

5A 级旅游景区。

抢抓机遇擦亮名片

今年 2 月，常德市委书记曹志强在

城 头 山 调 研 时 强 调 ，城 头 山 是 澧 县 的

一张亮丽名片，要进一步发掘、保护和

利 用 好 城 头 山 遗 址 的 历 史 文 化 资 源 ，

扩 大 品 牌 知 名 度 和 影 响 力 ，打 造 独 具

特色的城头山旅游文化名片

如 何 打 造 以 城 头 山 古 文 化 遗 址 为

代 表 的“ 农 耕 文 化 名 片 ”，澧 县 县 委 书

记王兆铭介绍，澧县要抢抓历史机遇，

聚焦澧县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和农耕文

化，深入挖掘以城头山、鸡叫城为代表

的国保单位文化内涵；组建工作专班，

支持考古研究，开展学术交流，进一步

探 寻 澧 县 悠 久 的 农 耕 文 化 ；做 好 农 耕

文化与研学旅行、红色旅游、绿色生态

旅游、乡村旅游相结合的文章，让文物

“活”起来；要加快农耕文化旅游体验、

澧 阳 平 原 国 保 文 物 集 中 展 示 、独 具 特

色 的 研 学 教 育 实 践“ 三 个 基 地 ”建 设 ，

推 进 澧 州 古 城 保 护 提 升 工 程 建 设 ，加

快以国保单位为特色符号的美丽乡村

片 区 建 设 。 力 争 到 2025 年 ，全 县 旅 游

总 收 入 达 到 75 亿 元 以 上 ，接 待 游 客

500 万人次以上，旅游增加值占地区生

产 总 值 的 6.5% 以 上 ；力 争 早 日 成 功 打

造全县农耕文化名片。

冯 传 立 介 绍 ，未 来 ，城 头 山 将 坚 持

“ 一 核 多 极 全 域 ”文 旅 产 业 发 展 思 路

（“一核”即城头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 多 极 ”即 彭 山 、黄 家 套 、鸡 叫 城 、天 供

山 、澧 州 古 城 等 4A 和 3A 级 旅 游 景 区 ，

澧 水 、兰 江 、王 家 厂 水 库 、北 民 湖 等 水

域 和 周 边 旅 游 业 等 多 个 旅 游 增 长 极 ；

“全域”即全域旅游示范区），加快推进

城 头 山 创 建 国 家 5A 级 旅 游 景 区 ，加 强

澧 阳 平 原 史 前 遗 址 群 保 护 利 用 ，深 入

挖 掘 整 理 传 承 农 耕 文 化 ，着 力 创 建 城

头 山 农 耕 文 化 特 色 小 镇 ，大 力 推 进 全

域旅游，加快推进文旅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立项争资招商引资力度，高起点、

高 标 准 、高 效 率 编 制 文 旅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擦 亮 、叫 响 、做 活 以 城 头 山 等 为 核

心的农耕文化品牌。

“ 将 来 ，城 头 山 要 让 农 耕 文 化 历

久 弥 新 ，感 染 每 一 个 来 访 的 游 客 ，让

附 近 的 村 民 搭 乘 文 旅 的 春 风 ，在 稻 花

香 里 再 述 新 丰 年 。”冯 传 立 对 未 来 充

满 信 心 。

□ 曹燕

大 运 河 是 一 条 历 史 文 化 之 河 ，被

无 数 名 家 书 写 ，留 下 了 灿 烂 的 文 化 和

旅游资源，2014 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阅读与行走都是体验大运河

的 重 要 途 径 。 今 年 4 月 ，由 北 京 市 通

州区文化和旅游局发起的大运河阅读

行动计划，历时几个月，联动运河沿线

36 个重要结点城市，采用阅读接力、主

题讲座、阅读行走、运河书展等多种方

式，传承和展现千年运河文脉。日前，

大运河阅读行动计划闭幕式暨研讨会

在 北 京 举 办 ，在 行 走 中“ 立 体 ”阅 读 大

运 河 并 传 承 运 河 文 化 ，是 这 次 活 动 的

最大亮点。

阅读中感悟大运河

大 运 河 阅 读 行 动 计 划 通 州 站 活 动

中 ，古 老 隽 永 的 篇 章 再 次 被 提 及 。 阅

读 ，一 直 都 是 认 识 大 运 河 —— 这 条 历

史文化之河的打开方式之一。古往今

来，李白、杜甫、刘禹锡、贺知章……在

大 运 河 沿 线 写 下 了 不 朽 的 篇 章 。 其

中，李白在黄鹤楼写的“烟火三月下扬

州 ”为 运 河 名 城 扬 州 留 下 了 最 响 亮 的

注 脚 ；王 安 石 写 的“ 春 风 又 绿 江 南 岸 ，

明 月 何 时 照 我 还 ”更 是 寄 托 了 游 子 永

恒的乡愁。

通 州 大 运 河 森 林 公 园 内 的 京 杭 大

运 河 书 院 是 大 运 河 阅 读 基 地 ，这 不 仅

是 一 家 书 店 ，也 是 运 河 文 化 打 卡 地 。

通 州 区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党 组 书 记 、局 长

张 华 介 绍 ：“ 大 运 河 阅 读 基 地 授 牌 ，旨

在让生活在大运河沿岸的人们有场所

亲 近 大 运 河 、阅 读 大 运 河 。 大 运 河 两

岸的非遗手工艺作品也可以在此得到

展示。”

每 个 时 代 对 大 运 河 的 阅 读 体 验 都

在变化，今天的年轻人阅读、理解运河

文 化 的 方 式 可 以 是 朋 友 圈 打 卡 、拍 摄

视 频 vlog 等 。 内 涵 丰 富 的 大 运 河 可 以

被反复书写、揣摩、阐释和传播。

大 运 河 一 路 连 通 各 大 小 水 系 ，在

一 些 节 点 城 市 穿 城 而 过 ，留 下 了 无 数

重要的自然和文化符号。北京通州燃

灯塔就是这样的存在。

“ 一 枝 塔 影 认 通 州 ”是 清 代 诗 人 王

维 珍 描 写 北 京 通 州 的 著 名 诗 句 ，意 思

是古代大船从大运河上行驶万里来到

北 京 ，看 到 燃 灯 塔 就 知 道 到 通 州 了 。

通州燃灯塔作为大运河沿岸四大名塔

之 首 ，不 仅 是 中 国 古 代 建 筑 艺 术 的 杰

出 代 表 ，也 见 证 了 明 清 时 期 运 河 的 繁

荣，是通州的文化地标。

行走中认识大运河

大 运 河 流 动 不 居 ，正 如 一 枚 硬 币

的 两 面 ，体 验 大 运 河 ，行 走 与 阅 读 ，不

可或缺。在大运河阅读行动计划宁波

站，大运河阅读推广人、宁波市文化旅

游研究院民俗专家周东旭带领读者先

后 到 西 坝 古 渡 、月 湖 水 则 碑 、三 江 口 ，

畅 游 这 里 独 具 特 色 的 运 河 文 化 景 观 。

周东旭说：“宁波三江口是大运河与海

上 丝 绸 之 路 的 一 个 节 点 ，古 代 凡 是 大

运 河 的 船 到 了 宁 波 三 江 口 码 头 ，就 需

要换海船；从海上来的船，在三江口需

要 进 行 换 船 程 序 继 续 北 上 。 三 江 口 ，

从古到今都是一个非常热闹的港湾。”

在线读者也跟随周东旭一同“云游”属

于 大 运 河 的“ 诗 和 远 方 ”，并 在 心 中 留

下对大运河的心理标记。

据 介 绍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的 官

员 来 考 察 大 运 河 申 遗 工 作 ，看 到 大 运

河 在 山 东 济 宁 以 南 的 部 分 仍 在 通 航 ，

而且，有市民游客在大运河沿线骑行、

观 光 游 览 时 感 慨 不 已 ，称 赞 这 是 一 条

仍然“活”着的文化遗产大河。

大运河阅读行动计划苏州站现场，

苏州文化学者耿明介绍，大运河苏州段

只 有 96 公 里 ，却 是 大 运 河 开 挖 较 早 以

及文化遗产尤为丰富的一段。2014 年，

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

苏州段有 7 个遗产点位，包括山塘历史

文化街区、虎丘云岩寺塔、平江历史文

化街区、盘门等。这些遗产点位本身也

成为文化遗产“活化”的一部分，是游客

体验苏州这座城市魅力的载体。平江

路深受年轻人喜欢，一条三四公里的长

街，沿街有很多小店。但是你如果拐进

巷 子 里 去 看 ，还 是 老 苏 州 人 生 活 的 巷

子，生活有滋有味。

游 客 如 果 登 上 游 船 开 启 环 城 河 游

览 ，可 以 看 到 修 复 后 的 苏 州 古 城 墙 遗

址、中国现存最长的连拱古桥宝带桥、

独一无二的盘门水陆城门、“吴门第一

桥”的吴门桥、重修之后的古胥门、苏州

大学的侧影、《红楼梦》中“最是红尘中

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的阊门。绕古城

行 走 一 周 的 时 间 大 约 为 45 分 钟 ，水 流

的走向勾勒出苏州老城区的面貌，这是

2500 年来保持基本不变的城址。

生活中体验大运河

北 京 通 州 运 河 专 家 池 源 介 绍 ，过

去 ，京 城 的 物 资 给 养 大 多 通 过 大 运 河

运输。千年漕运历史给通州这座运河

之 城 留 下 了 众 多 文 物 古 迹 和 美 景 ，也

在时代的飞速发展中构建了通州的生

态 和 活 力 。 今 天 的 大 运 河 森 林 公 园 、

城 市 绿 心 公 园 等 都 是 围 绕 大 运 河“ 自

然生长”，和燃灯塔一起成为通州最让

市民游客印象深刻的部分。

“00 后”姑娘谷蔚经常在大运河森

林 公 园 跑 步 ，也 去 过 杭 州 、扬 州 、洛 阳

等运河城市旅游。“小时候我觉得大运

河 特 别 古 老 ，但 我 现 在 觉 得 大 运 河 非

常 生 动 鲜 活 ，运 河 城 市 的 生 活 和 大 运

河联系密切。”

扬 州 至 今 有 5.09 平 方 公 里 明 清 古

城，其中东关街是知名的旅游街区，老

扬州人走在这里好像闭上眼睛就能想

起 来 ：这 家 是 裁 缝 铺 ，旁 边 是 伞 店 ，过

河有座桥，拐弯有个牌楼，街上卖好吃

的牛皮糖、藕粉汤圆，走过去又是一家

老 字 号 …… 今 天 的 东 关 街 依 然 是 游 客

认 识 扬 州 这 座 运 河 之 城 最 好 的 切 入

点 。 古 城 街 巷 生 活 气 息 浓 厚 ，让 人 沉

浸其中。

大 运 河 还 经 过 了 很 多 城 市 ，例 如

高 邮 、泗 阳 、枣 庄 、聊 城 …… 外 地 人 很

少 将 这 些 地 名 和 运 河 联 系 在 一 起 ，但

是对于生活在此处的人们来说运河是

城 市 生 活 的 景 观 大 道 ，是 值 得 骄 傲 的

一部分也是当地的旅游名片。

在 江 苏 窑 湾 古 镇 ，店 铺 、会 馆 、教

堂 …… 相 互 拥 塞 着 又 自 然 共 生 。 据

悉，窑湾有一种夜间经营，天明即散的

集市，被当地人称为“夜猫集”。过去，

货 船 在 窑 湾 都 是 晚 上 停 泊 早 晨 起 航 。

船 家 商 贾 为 了 补 充 途 中 生 活 必 需 品 ，

需要在夜里上集，购齐货物马上返回，

才能不耽误天明起航。为适应船家商

贾的这种要求，当地自然形成了夜集，

农 民 多 向 船 家 商 贾 出 售 农 副 产 品 ，星

夜赶集、黎明结束，也不耽误白天的农

活。如今，在窑湾古镇的旅游开发中，

“ 夜 猫 集 ”是 保 留 下 来 的 内 容 ，并 加 入

了沉浸式的游览体验。

今年暑期，在扬州，“博物知旅”大

运 河 主 题 研 学 游 受 到 孩 子 们 的 欢 迎 。

当 书 本 里 的 名 篇 映 照 进 现 实 ，孩 子 们

惊叹于历史的伟大与阅读的魅力。通

过 对 大 运 河 遗 产 点 沉 浸 式 探 访 ，增 加

青 少 年 对 历 史 、文 化 、科 技 、建 筑 等 领

域 的 了 解 ，同 时 激 发 他 们 探 索 未 知 领

域的兴趣。

湖南澧县城头山：擦亮农耕文化新名片

甘肃非遗百花齐放结硕果

本报讯（记者 陈晨）近 日 ，由 北

京市东城区文化和旅游局指导，东城

区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中 心 主 办 的

《东 城 非 遗 这 十 年》专 题 展 正 式 上

线 。 该 展 览 全 面 系 统 地 梳 理 和 展 示

了 近 十 年 来 东 城 区 非 遗 保 护 工 作 所

取得的巨大成果，同时也生动展现了

东 城 区 非 遗 传 承 人 和 非 遗 工 作 者 的

风采。

此 次 专 题 展 共 设 置“ 为 人 民 造

办 ”“ 展 大 国 工 艺 ”“ 为 时 代 发 声 ”“ 谱

奋 斗 华 章 ”4 个 版 块 。 各 版 块 分 别 从

“非遗与现代生活的融合”“非遗技艺

打造的国礼重器”“非遗的创新探索”

“ 东 城 非 遗 十 年 心 路 历 程 ”方 面 对 东

城区的非遗进行呈现。

在 VR 虚 拟 展 厅 ，网 友 既 可 以

720 度 欣 赏 丰 富 多 彩 的 非 遗 展 品 ，通

过 三 维 动 画 和 虚 拟 特 效 参 与 互 动 游

戏 ，还 可 以 通 过 观 看 视 频 访 谈 ，了 解

东 城 区 非 遗 传 承 人 、基 层 非 遗 工 作

者 、非 遗 专 家 学 者 ，以 及 年 青 一 代 非

遗人为保护好、传承好东城区非遗所

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此外 ，该展览还通过特制的时间

轴，将东城区非遗传承保护工作的发

展 变 化 清 晰 呈 现 。 游 客 可 以 在 参 与

竞猜问答游戏的同时，了解东城区的

区 级 非 遗 名 录 项 目 由 118 项 增 至 225

项，市级名录项目由 52 项增至 71 项，

国 家 级 名 录 项 目 由 27 项 增 至 37 项 等

相关信息。

城头山秋景 高慧 摄

位于大运河北京段的通州燃灯塔 陈晨 摄

《东城非遗这十年》云端专题展线上迎客

与旅游相融合 带动增收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