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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构建建““一一河河、、两两道道、、三三区区””
北北京京发发布布大大运运河河文文化化保保护护传传承承利利用用实实施施规规划划

【内容】
确定三个阶段目标

从2025、 2035、 2050年三个
阶段对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
的中长期目标进行了安排 。 其
中， 2025年， 大运河文化带以线
串珠 、 以珠带面的发展格局显
现； 大运河文化带文化魅力更加
凸显， 文化内涵更加丰富； 大运
河文化带生态环境整体改善， 大
运河水系水质全面改善， 周边环
境得到有效治理； 大运河文化带
生态文化景观服务功能明显增
强， 滨水空间可达性、 趣味性明
显提升； 大运河文化带品牌影响
力显著提高 ， 旅游产品更加丰
富， 沿线特色小镇、 美丽乡村建
设取得实效； 大运河文化带沿线
区域协同发展更加深入， 京津冀
三地及沿线八省市合作领域进一
步拓展。

2026-2035年 ， 大运河文化
带发展格局对首都城市功能的优
化、 组织作用取得显著成效； 大
运河文化遗产实现整体性系统性
保护， 大运河文化价值和精神内
涵得到深入挖掘和活态传承； 大
运河水系水质进一步改善， 沿线
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 大运河
滨河生态文化廊道全线建成； 大
运河文化旅游品牌拥有较高知名
度和影响力， 沿线文化产业繁荣
发展； 大运河文化带沿线区域交
流合作持续深化， 与重大国家战
略衔接取得实质性进展。

展望2050年， 魅力运河、 美
丽运河、 多彩运河、 协同运河全
面 建 成 ， 大 运 河 文 化 带 成 为
服 务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 、
全国文化中心、 世界文化名城的
示范工程， 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民心工程，
成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
都、 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 “千
年运河” 中华文明金名片的标志
工程。

构建“一河、两道、三区”
发展格局

“一河” 以大运河北京段为
轴线， 组织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
传承利用，建设大运河文化带。

“两道 ” 全线滨河绿道和
重点游船通航河道。 建设全线滨
河绿道， 要提高大运河沿线区域
绿道的连续性 ， 重点推进南长
河、 玉河、 通惠河、 潮白河、 北
运河等绿道建设升级， 增强绿道
的平行连续性、 垂直可及性， 形
成贯通 、 便捷的大运河绿道系
统。 开发重点游船通航河道， 要
提升南长河旅游品质， 确保通惠
河部分河段、 潮白河部分河段、
北运河通州段实现游船通航， 以
游船线路串联展示大运河文化生
态价值。

“三区” 运河文化展示区、
运河生态景观区和疏解整治提升
区。 运河文化展示区， 要重点打
造白浮泉水源文化、 颐和园古都
文化 、 万寿寺古都文化 、 什刹
海—玉河京味文化、 通惠河沿线
创意文化、 通州古城漕运文化、
城市副中心大运河文化7个展示
区， 整体保护恢复遗址遗迹， 推
动被占用、 闲置的遗产向社会公
众开放， 增加标志性文化节点。
运河生态景观区， 要在大运河沿
线， 构建一批运河水系、 城市森
林与文化遗产相结合的大型绿色
开放空间 ， 重点围绕南长河公
园、 大通公园-庆丰公园、 潮白
河森林公园、 大运河森林公园区
域， 形成较大尺度的运河生态景
观标志区。 疏解整治提升区， 要
落实减量发展要求， 重点围绕颐
和园、 鼓楼西大街、 南锣鼓巷、
管庄4个片区， 深入推进 “疏解
整治促提升” 专项行动， 促进重
点文物周边疏解 ， 整治周边环
境， 改善整体风貌， 妥善保护历
史文化保护区和文化遗产及其周
边区域的真实性、 完整性。

建设“四个运河”重点任务

建设魅力运河。 全面保护大
运河沿线历史文化遗址遗迹， 实
施重要点段历史风貌保护和整
治。 讲好大运河历史文化故事，
挖掘大运河承载的历史文化精
髓 ， 增强大运河文化的社会认
同。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功能， 持
续优化沿线公共文化设施布局，
满足市民不断提升的文化需求。
促进大运河沿线文化产业发展，
充分利用大运河文化带文化空间
资源， 培育一批有核心竞争力的
文化企业 ， 促进文化产业规模
化、 集聚化、 专业化发展。

建设美丽运河。 改善大运河
生态环境， 全面提升大运河水系
水质，实现沿线污水全处理，河道
水体全面还清 ，水环境监测全
覆盖，水生态环境根本性改善。构
建大运河生态文化景观廊道，根
据不同河段景观特色， 系统绿化
大运河两岸，增彩延绿，提高重要
河段和节点景观水平，营造步道、
文道、 绿道融合连通的文化景观
廊道。

建设多彩运河。 打造大运河
旅游精品 ， 依托大运河文化内
涵 ， 丰 富 旅 游 内 容 ， 提 升 服
务品质， 推出大运河旅游品牌，
提高大运河文化旅游的影响力。
拓展大运河沿线休闲空间， 开展
形式多样的大运河主题文化活
动， 唤起市民对大运河传统文化
活动的记忆与热情， 丰富市民文
化休闲生活 。 推进沿线特色小
镇、 美丽乡村建设， 落实乡村振
兴战略， 促进遗产保护与区域发
展协调统一。

建设协同运河 。 依托大运
河沿线省市历史文脉一体的优
势 ， 扩大沿线省市文化交流合
作， 共同保护好、 传承好、 利用
好大运河历史文化资源。 积极争
取国家支持， 与天津、 河北共同
挖掘北运河历史文化， 按照统一

标准， 加强大运河水环境保护，
整体塑造大运河沿线风貌， 推动
实现游船通航。

【成效】
传承弘扬中华文化

发挥各类学术团体、 研究机
构的作用， 充分挖掘大运河文化
内涵 ， 大运河文化价值更加彰
显， 大运河文化品牌逐步树立。
整理了一批文化典籍， 《北运河
流域民俗文化志》 已完成初稿，
《大运河文化辞典·北京卷》 完成
全部辞目的编纂； 创作了一批文
化作品， 长篇小说 《北上》 获得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和第十五届精
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 奖，
由知名网络作家唐家三少撰写的
小说 《隔河千里， 秦川知夏》 已
售出40万册； 策划了一批文化活
动， 举办了大运河文化带文化遗
产创新创意设计大赛、 运河艺术
节、 台湖演艺周等活动。

支撑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历时两年多完成了万寿寺周
边腾退搬迁， 下一步将加强万寿
寺保 护 修 缮 ， 全 面 对 社 会 开
放 ； 南 锣 鼓 巷 雨 儿 胡 同 修 缮
整 治 提 升 任 务 基 本 完 成 ， 胡
同肌理和历史风貌得到有效保
护， 重新恢复了四合院的传统规
制格局， 院落房屋修旧如旧； 比
如， 大运河沿线的国家文化产业
创新实验区加快建设， 截至今年
9月底， 实验区文化企业注册数
达到3.48万家， 引进了央视频等
一批重点文化企业落户 ， 今年
1-9月， 实验区规模以上文化产
业单位收入占全市文化产业收入
的比重达到9.4%， 辐射带动了沿
线文化产业发展。

促进城市功能组织优化

大运河沿线线性廊道、 重要

节点建设加快推进 ， “以线串
珠、 以珠带面” 的发展格局初见
成效。 比如， 大运河作为城市副
中心 “一带、 一轴、 多组团” 空
间结构中的 “一带”， 是城市功
能组织的重要骨架， 在城市副中
心规划建设中， 充分运用运河元
素 ， 沿大运河布置重要功能节
点， 大运河文化日益成为城市副
中心的重要标识。

增强民生福祉

改善水环境质量， 着力提升
两岸景观 ，2017年起对大运河文
化带涉及的26个断面进行了全面
监测，并完成了沿线7区污染溯源
工作，持续推进北运河、通惠河、
萧太后河等重点河段综合治理，
大运河水质得到明显改善。比如，
萧太后河（朝阳段）经过治理，全
线河道实现贯通， 水质由劣V类
提升至IV类，共完成绿化面积175
万平方米，建成源头广场、青龙凭
眺等16处景观节点， 按照5A级标
准建成了马家湾公园， 新增水域
26万平方米。比如，建设了什刹海
西海湿地公园并对外开放， 该公
园占地总面积10.9公顷， 其中水
面面积7.4公顷，周边绿地面积3.5
公顷，环湖步道长1450米，围绕汇
通祠郭守敬纪念馆展陈运河文
化， 是目前核心区内唯一的城市
湿地公园。

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京津冀三省市联合组织推出
了 “京津冀运河文化展”， 签订
了 《北运河开发建设合作框架协
议》， 携手开展北运河综合治理，
积极为游船通航创造条件 。 同
时， 积极牵头开展沿线8省市合
作， 比如， 联合沿线其他7省市
举办了 “流动的文化———大运河
文化带非遗大展暨第四届京津冀
非遗联展” 和 “千年韵·万象河”
大运河文化之旅活动。

12月5日， 北京市正式发布 《北京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 （以下简称
《规划》） 和 《北京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五年行动计划 （2018年-2022年）》 （以下简
称 《行动计划》）。 《规划》 提出构建 “一河、 两道、 三区” 的大运河文化带发展格局， 形
成贯通、 便捷的大运河绿道系统， 确保通惠河部分河段、 潮白河部分河段、 北运河通州段
实现游船通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