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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用他们用他们用“““小我小我小我”””力量力量力量 讲述大运河故事讲述大运河故事讲述大运河故事

2014年6月22日，由北京、扬
州、沧州等 35 座城市共同参与的
中国大运河联合申遗项目通过第
38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
消息传来，举国欢庆。

大运河申遗成功 10 年来，运
河沿线 8 省市以“保护好、传承
好、利用好”运河文化遗产为首
要目标，致力于大运河的保护与
发展。沧州境内大运河 216 公里，
是京杭大运河流经里程最长的城
市，近年来沧州在对大运河保护传
承利用方面所作的努力有目共睹。

一批批文化遗产点得到修缮提
升、一个个运河景观及场馆建成开
放、一条条非遗精品线路推出……
古老的运河在沧州境内焕发出新的
光彩。

而在这一过程中，民间情系运
河的人们也在积极奔走和努力，他
们中有退休干部、大学老师、文化
学者、摄影师、收藏家，也有普通
百姓。当年奔波在大运河申遗一线
的退休干部，虽年近古稀，却无时
无刻不关注大运河的变迁与保护传
承，希望大运河建设秉承自然生态
的原则，希望看到更多的文化遗产
被挖掘弘扬；来自不同行业又同为
热爱运河的一群人，一起行走运
河、研究运河，为运河文化保护传
承出谋划策；多所高校也将文化研
究方向对准大运河，不仅成立相关
研究会或研究中心，还承接大运河
产学教研共同体活动，一些老师深
耕运河文化，还通过调查研究撰写
相关论文，在学术界引发反响；众
多摄影爱好者将镜头对准了运河，
记录下大运河几十年的更迭和变
迁，向外界宣传推介了沧州；很多
普通百姓，如今也格外珍惜和保护
运河环境，捡拾垃圾、制止破坏运
河行为……

情怀也好，执着也罢，他们用
自己的行动践行着对母亲河的热爱
与保护。大运河申遗成功并不是终
点，后续的传承、保护和利用才是
关键。有了各界人士的研究推广、
传承和保护行为，我市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和大运河文化旅游必将迈向
新的台阶，大运河文化遗产也将焕
发新的时代光彩。

时光荏苒，我们即将迎来大运河申遗成功 10周年。
作为大运河沿线重要节点城市，沧州在申遗成功之后的 10 年间，对大运河的保护传承和利用有目共睹。不仅建成园博园、南

川老街、非遗馆、百狮园等一批运河景观和街区，还对南川楼、青县铁路给水所等一批文化遗产点进行修缮复建。这期间，一大
批热爱运河的人也积极参与到大运河的保护传承中来。他们亲近运河、记录运河、研究运河，讲述运河故事。

沧州武术威震四方，吴桥杂
技声名远扬。如何将这两大特色
文化融入越来越火的沧州大运河
文化旅游中？沧州大运河文化研
究会会长刘宝锁近期忙着筹划一
件“大事”。

他计划将火爆北京多年的大
型功夫舞台剧《功夫传奇》引入
沧州，“这一融入中华武术、杂
技、舞蹈及戏剧等元素的大型舞
台剧，必将为市区旅游加分。”
刘宝锁说，希望这一行动能为沧
州文旅融合助一臂之力。

十年前，刘宝锁负责沧州段

全线运河规划的编制，他和同事
们几乎每天行走于运河畔，并多
次去往通州、济宁等地考察，对
沧州段大运河的现状风貌、遗产
点及文化特质等了如指掌。退休
后的刘宝锁组织成立了大运河文
化研究会，致力于大运河文化研
究。由他发起的“大运河研究
会”公众号，发布诸多有影响力
的文章，为宣传、挖掘、整理沧
州大运河文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他还编撰了《中国大运河沧州段
文化志》《漫步南运河》等著作，
在沧州相关会议和论坛上，就大

运河保护传承和利用方面发表具
有参考性意见。去年，刘宝锁和
研究会的同仁们行走三条减河，
将减河与运河之间的现状与建议
写成调研报告，为大运河的建设
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见证了大运河申遗成功以来
沧州段运河的变化，刘宝锁对沧
州非遗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充满
期待，他希望在中心城区建立综
合性文化艺术平台，相关行业进
行跨界融合，加强对现有传承人
的培养力度，让沧州非遗走出国
门，走向世界。

一辆摩托车、一台单反相
机，沿着运河向北，一路骑行，
一路拍摄。今年“五一”小长
假，46岁的摄影爱好者王韬，再
一次踏上了行走运河的旅程。

从沧州出发，途经天津武
清、北京通州，最后来到大运河
源头——白浮泉遗址。一路上，
王韬看着运河两岸草木葳蕤、河水
清清，每到一处节点，他都会拍下

最美的风景。自从28岁第一次行走
运河，之后的近20年，王韬无数次行

走运河，或骑自行车、或骑摩托车、或
徒步，记录并感知着运河两岸风土人情。

“运河边随便挖出一锹土，那便是
千年的土。”儿时父亲不经意的一句
话，为王韬埋下了一生的运河情结。他
喜欢运河，也喜欢摄影，平日里除了经
常走运河外，更拍摄了众多运河图片，
高空俯瞰的Ω弯、南川楼上的皑皑白
雪、麻姑寺旁的老房子……无论是四季
更迭还是人间温暖，与运河相关的人和
景，都成了他拍摄的主题，精选之后的
图片如今已有三四千张，其中有多张被
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采用刊登，很
好地宣传了沧州。

2017年，王韬进入运河区文旅局工
作，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接触运河，他

将百倍的热情投入到了大运河这方“田
地”：组织文化演出、设计摄影展陈、
负责宣传拍摄……王韬忙得不亦乐乎。
在这一过程中，他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
的责任和使命。春天露营烧烤季，他发
动亲朋捡拾运河边垃圾，呼吁人们自觉
爱护运河环境；学校组织孩子们徒步运
河，他主动担任解说员，将运河的历史
与故事传播开来；市区外地游客日渐增
多，他主动与游客沟通聊天，为他们讲
解沧州文化旅游的特色……王韬说，自
己就是沧州文旅宣传的排头兵，希望更
多的人和他一样，积极宣传沧州、推介
沧州，让更多人爱上沧州。

2014年 6月 22日，大运河申遗
成功的消息传来，时任河北省联合
申遗办公室主任、沧州市文物局局
长的王玉芳激动得热泪盈眶。经过
8年奋战，大运河这一文化遗产终
于站在了世界舞台上。

“大运河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不是终身制，如果保护得不好将被
取消资格。”在王玉芳看来，申遗成
功之后对大运河的保护研究、传承
利用及规范管理非常重要。尽管在
大运河申遗成功后的第三年她就退
休了，但王玉芳始终密切关注大运
河的动态，并以自己的行动守护着
这条母亲河。

她欣喜地看到，一系列的文化遗
产保护与传承工作轰轰烈烈展开了。
只要一有时间，王玉芳就会走近运
河，当她看到运河里荡漾的芦苇、原
生态的河坡、大量的鸟儿觅食，她知
道，这是尊重自然生态的结果，大运
河沧州段一定程度保持了原真性和原
始性；当她漫步在大化工业遗存文化
区、运河沿岸几大公园，看着历史文
化遗产镶嵌在城市中，她知道，大运
河与城市关联了起来……“这就是尊
重、保护与传承，既保持了运河的自
然生态，又助推了文化旅游的发
展。”王玉芳说，沧州因运河而兴，
也必将因运河而火。

对于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后续保
护及运河文化旅游的发展方向，王
玉芳也思考颇多。她认为在运河景
观的建设开发中，一定要保持大运
河自然生态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结
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大运河两
岸现有文化遗产亟须进一步梳理、
挖掘和弘扬。在以运河为依托的文
旅发展上，应将沧州独特的武术、
杂技文化元素表现出来；相关部门
可利用解放桥及周边胜利公园、吕
宅等近现代革命遗产点，打造大运
河红色文化。同时加强与运河沿线
城市之间的沟通交流，用包容的心
态借鉴、学习和融合，让沧州大运
河文化旅游提
档升级。

今 年 “ 五 一 ” 假
期，沧州火出了圈，在
受游客追捧的全国小众旅
游城市中名列第六。无数

沧州人为之激动，热爱运河
文化的郎文生也不例外。

然而，一位朋友的玩笑话
让他思绪乱了起来，朋友说，
沧州可看的东西很多，可玩的

却很少。尽管是一句玩笑话，但郎文生
当了真。他仔细琢磨，倘若市区的运河
旅游能设置些有观赏性和参与性的节目
或“擂台赛”，应该可以增加吸引力。或
者在运河上备些竹筏子、水上摩托艇，
人们游览运河将更惬意。之后，郎文生
在自己的公众号发表文章《一句玩笑是
否戳中“沧州心”》，阅读量达 3200余
次。令他想不到的是，在交流信息时获

知，相关部门正就“如何找差距补短
板、保持运河旅游热度”等课题进行研
究探讨，想法不谋而合，极大地激发了
他关注运河的热情和动力。

郎文生对运河的关注与热爱，透过一
篇篇文章传递开来。2014年，大运河申遗
成功，郎文生开始跟着朋友行走运河，这
一走就是10年。每一次行走都有不同的收
获，只要有所触动，他便用文字记录下

来。2021年，郎文生开设微信公众号“阿
郎苑”，将自己走访运河的所见所闻所感与
网友分享，《细说砖河那些事》《南川印
象》等文章被很多网友阅读转发。

郎文生关注市区段运河的文化和旅
游，他建议相关部门利用“武术之乡”
影响力，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让沧州
地域独有的武术文化成为吸引游客的金
字招牌。

随着大运河文化及
旅游的火热，河北省大运
河文化研究基地负责人安
娜深入挖掘地域优势文化
资源，开设了《大运河文

化传承》课程，并一度成为
热门课。

44岁的安娜是沧州师范学
院教授，自幼从运河边长大，

对运河有一种特别的情愫。近年来，她
主持多个与大运河文化传承相关的省市
级重大、重点项目。她在沧州师范学院
开设的《大运河文化传承》公选课覆盖
了全校各个学院学科，深受学生的喜
爱。为了讲好这门课程，安娜对大运河
非遗文化进行了系统研究和学习，利用
业余时间制做融入“互联网+”的生动
课件，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传承运河

文化。
这门课程被列为河北省国培优质资

源课程，她本人也入选国培教育专家
库。

沧州师范学院于2019年成立大运河
文化研究中心，并于2022年获批河北省
大运河文化研究基地，安娜作为研究基
地负责人，带领大运河宣讲团通过公益
讲堂进校园、进工厂、进社区、进乡

村，积极致力于大运河沿岸传统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

作为“中国民间美术”课程负责老
师，安娜还对运河非遗文创产品的设计
和研究倾注了很大精力，她将大运河文
化和工艺美术相结合，融合中国传统工
艺与现代技艺，研发出多款新颖别致的
非遗文创产品。依托校园创业小屋、注
册学生工作室等，学生的大运河文创作

品多次在省市级比赛中获奖。安娜撰写
多篇研究论文和文章，其中《大运河非
遗资源与河北文创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在《河北日报》《百家论坛》等媒体刊
发。

在安娜看来，沧州的大运河文化博
大精深，在发展传承中应注重突出非遗
文化，促进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让非
遗成为激活千年运河活力的文化密码。

刘宝锁：愿为文旅融合出一份力

王玉芳：参与大运河申遗全过程

保护与传承保护与传承
我我们在路上们在路上
■ 北 思

郎文生：用文字诠释运河情

王韬：文旅宣传当“好兵”

安娜：开设课程传承运河文化

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特别策划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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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东光谢家坝东光谢家坝

自然生态的大运河成为沧州最美的风景自然生态的大运河成为沧州最美的风景

王韬在航拍运河风景王韬在航拍运河风景

郎文生用相机记录运河文化遗产郎文生用相机记录运河文化遗产

安娜在杭州大运河畔寻访当地历史文化安娜在杭州大运河畔寻访当地历史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