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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以运河为主轴打造新型文旅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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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交汇地 中国漕运城

上海到淮安 后天起有直达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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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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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淮安广大市民出行带来了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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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船老行家
生命不息造(船)不止
千百年来，京杭大运河养育着两

岸人民，造就了灿烂的运河文化。舟
来楫往，沟通江淮的里运河是京杭大
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仅使淮安
成为运河沿线的一颗璀璨明珠，而且
是淮安的重要文化符号。

在离运河不远的一个叫新新家
园的小区里，住着一位叫陈运余的老
人。年届 !"的陈运余老人出生于船
上，祖辈都行船，陈老儿时就生活在
船上，船就是他的家，从自行船到合
作化，加入到航运联社，直到 #$!$年
退休。陈老退休后被淮安海事局聘
请，看管停泊在里运河北岸长征桥西
侧的水警小艇，因此一家人曾长期居
住在小艇内侧的木船上，是名副其实
的一生以船为家。
从 #$%!年开始，陈老由行船改

做木工，参与造木船，渐渐就成了造
船的行家里手。造船要有较全面的
技术，如木工、炼工、铁箍打造等工
种，含有铁钉连接、锔加固、拼接榫
构、麻絮桐油砺灰捻缝、船底涂漆、坞
渠船台修造、模型放样等造船工艺。
退休后，为继承发扬淮安明清时期的
漕运文化，他开始制作清江浦造船厂
制造过的各种类型的船模。

因年代久远，当时的船多已不
见，陈老决心把这些印象中的船只做
成模型，让明清漕运鼎盛时期使用的
漕船再现，让淮安人民能看到活生生
的辉煌漕运史。!&多岁的他至今已
经记不清曾制作了多少只各类船模，
陈老说：“人活着就要做点实事，退休
了更要发挥余热，给子孙后代留下一
些东西，我生命不息，造‘船’不止。”

想要将运河文化传承下去的可
不止有陈运余老人。近年来，淮安在
文物遗址修复上不遗余力，坚持修旧
如旧，恢复历史文化遗存原貌。

其中，里运河治理以及文化长廊

建设，就是淮安运河保护与利用的成
功典范。'&&#年里运河大规模整治，
拆除沿线 #&&多座码头及数万平方米
的低矮建筑，清理河道内淤泥、废弃船
舶。近几年淮安按国家 ((((级景区
标准对里运河进行全新设计，打造“名
人故里、运河之都、美食之乡”，'&&'
年修建大运河文化广场，复建中洲岛
清江浦楼，重修河下镇御码头。修缮的
“康熙运河水上游”游览线，起于市区
周恩来童年读书处，止于楚州河下古
镇，总长 #)公里，囊括清江大闸、御码
头等 #&多个旅游景点。河两旁修葺淮
扬菜美食仿古街，沿岸民居错落，杨柳
依依，一派江南风韵。

'&#)年初，淮安市委、市政府又
按照“文史一脉相承、旅游一线贯通、
产业形成链条”的规划建设理念，启
动里运河文化长廊建设。据淮安市文
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高起点、高
标准打造里运河文化长廊，淮安还请
来上海世博会规划团队，负责整个项
目的规划设计。

绿色大运河
家门口的城市客厅
“如果普通淮安百姓只能仰望古

运河，那项目建设就是失败的。旅游
区是开放的，不需要门票，是老百姓
的休闲之地。”淮安市里运河文化长
廊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蒋维林

这样认为，运河文化长廊建设要以民
为本，打造一处城市客厅、免费休闲
地，让市民一起享受发展成果。
“每天晚饭后，沿着运河慢跑，既

饱览夜色，又能锻炼身体，心情很舒
畅。”在淮安市承德路上住了 #&数年
的曹劲说。现在的大运河，环境越来
越美，成了家门口的“绿色项链”，令
人心旷神怡。和曹劲一样，不少沿河
居民都体会到了运河环境变化带来
的满足感和舒适感。

从小家住运河边的朱树森在
《走过里运河板闸新事》中写道：“我
走到淮安森林公园，这公园两年多
时间，两千亩地，已是绿草一片，像
是天边无际的大草坪。除了绿色草
坪，还有大树，枝叶茂盛，给人美好
的享受。”
作为重点工程，生态绿色一直是

淮安里运河文化长廊的建设理念。比
如，北门桥控制工程充分体现了里运
河文化长廊的“理水”理念：引导水系
渗透、还原洁净之水、建设美丽水岸、
营造乐活之水。如今正是秋高气爽的
时节，沿着堂子巷溯流而上，里运河
文化长廊的一道道风景尽收眼底，令
人心旷神怡。白天，两岸显水透绿，宽
阔敞亮。干净的里运河水缓缓流淌，
翠绿的植被随风摇曳，亭台景观高低
错落，仿古建筑韵味十足……
而步行在运河旁的河下古街，也

会让人产生亦真亦幻的错觉。张记铜
铺内炉火熊熊，淮丰米行里五谷满
仓，淮宾楼美酒飘香，清溪馆的宴席
上摆着软兜长鱼、开洋蒲菜、平桥豆
腐、钦工肉圆等淮扬名菜……这些淮
安区历史上声名远扬的老字号，正述
说着这个昔日“南船北马”交汇之地
的百业兴旺、繁荣富庶。

理水兴文化
运河之都重现辉煌
历经沧桑巨变，如今，大运河正

从历史的长廊里缓缓走入新时代，重
新焕发出光彩。
依托里运河文化长廊，淮安正致

力于打造新型文旅经济体系和可持
续发展模式，融合南北地域文化，传
承创新再现活力，里运河文化项目的
商业价值得到了提高，也大大促进了
经济长廊的与时俱进。
据蒋维林介绍，近年来，淮安围绕

“理水、营城、聚人、兴文”的设计理念，
重点打造了以清江浦景区、漕运城景
区、山阳湖景区和河下萧湖景区为主
体的里运河文化长廊项目，深度挖掘
漕运文化、古城文化、饮食文化、名人
文化，再现“运河之都”的繁华盛景。
其中，中国漕运城将依托淮安漕

运中枢、运河之都历史地位，以“最运
河、最淮安、最市井”为原则，分“漕运
盛世、漕船盛景、漕粮盛宴”三大板
块，打造一处集文化体验、娱乐演艺、
民俗购物、养生休闲、主题度假为一
体的旅游与城市功能融合发展的文
旅商体验消费综合体。
蒋维林表示，中国漕运城以漕运

文化贯穿基地为线索，里运河、大运
河两河沿岸周边自然生态景观为依
托。“展望中国漕运城，便捷的对外交
通联系与闲适的内部慢行系统实现
机非分流，后勤服务高效联通，慢行
交通与水上流线全程贯通，形成‘两
横四纵，水陆互动’的外部交通格局：
通达有景，慢行优先，便捷换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