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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紧跟数字文化产业趋势，打造“数字运河”

文化与科技进行深度融合是文化产业的发展趋

势，文化来自传统影响现代，科技服务现代昭示未

来，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方式已经不再是技

术与内容的简单相加，一方面应注重挖掘数字技术

的应用特点与应用场景，另一方面要注重文化内容

的创意营造与消费对接。

（一）推进大运河“互联网+”建设

建议由文化旅游部牵头，联合相关部委和沿线

城市，以大学科研机构为主要依托，邀请考古学、水

利学、经济史和文化研究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参与，通

过遥感技术、无人机、实地调研、文献收集等方式，对

大运河文化资源进行较为彻底的调查，摸清底数，建

立起大运河数据库和三维数字图景，在整合苏州、杭

州、扬州等城市遗产数字管理平台和监测预警系统

的基础上，建立服务于整个大运河流域的数字公共

平台。重点开展互联网+数据管理、监测预警、文物

保护展示、文化创意产业等渠道拓展聚合工作，建立

完善各类大运河专题数据库和遗产监测预警体系，

推动文化遗产信息资源在运河沿线城市实现数据共

享、协同利用。

（二）推动运河文化传播体系现代化建设

大运河的人文魅力在于文化交流文明互鉴功能

的持续发挥，是活生生的人在运用历史凝练的运河

文化精髓、价值观念，逐步发展，推陈出新，克服解决

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用户主导内容生产的web2.0

时代，应该利用好社会化媒体平台，通过短视频、H5

页面、多媒体融合报道等形式将沿线各地的传统运

河文化广泛传播、逐渐渗透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促

进内容生产与社会交往的结合。可以在沿线城市举

办以“寻找大运河记忆”为主题的视频、图文征集活

动，征集作品筛选后可以在沿线城市间进行巡回展

示、展览，并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进行直播、展播，

促进民众了解各地不一样的“运河故事”中存在的共

同运河文脉。

二、推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打造大运河超级IP

当前，大运河文化资源挖掘不深、融合不够，特

别是虚拟价值与产业形态开发不足，导致沿线产业

发展与大运河文化缺少内涵关联。随着航运功能衰

退，“因河兴城”的城河共生关系日渐松散，其与城市

经济、社会、生态的关系还需重塑。

（一）深入挖掘运河文化内容，为运河 IP 提供

“真材实料”

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

文化。大运河承载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依托运河

实体产生，并随着大运河的历史变迁而逐步形成、发

展并不断推陈出新，时至今日仍具有旺盛生命力。

当前，大运河文化资源挖掘不深、融合不够的问题十

分突出，沿线产业发展与大运河文化缺少内涵关

联。大运河2500多年的历史，为后人留下了无数的

古闸、古塔、古桥、古镇，以及丰富的故事、传说、艺术

与民俗资源，将这些庞大而分散的显性与隐性文化

资源进行发掘和盘存，打造可知可感可见的文化遗

产数据库，为运河IP开发提供不竭的灵感源泉。

（二）实施“大运河 IP孵化计划”，吸引企业为主

体进行运河 IP开发

实施“大运河IP孵化计划”，以企业为主体进行

运河IP开发，实现运河文化与旅游休闲、动漫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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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作品等载体有机融合。顺应全球经济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加强高端人才、产业、科

技、资金等生产要素集聚，发展文化新业态、新产品

与新服务，形成“大运河文化+”格局。推动文化产业

重点平台建设，在大运河沿线和周边区域，围绕文化

传媒、创意设计、文化贸易、文化休闲、工艺美术等特

色优势文化产业，培育和发展数字经济、共享经济、

文化创意、动漫游戏、移动多媒体、艺术品网络交易

等文化科技融合新业态，支持利用运河遗存打造文

化产业发展空间，组织开展大运河文化文物创意设

计大赛，加强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国际艺术品

交易中心等重点平台建设，着力打造富有核心竞争

力和运河特色的文化产业体系。

（三）重点培育运河主题网络文学精品，孵化优

质运河影视作品

借助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文学为运河文化

的传播提供了崭新的形式。沿线各城市应适应网络

文学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主动对接网络文学传播平

台和相关行业组织，结合“穿越”“玄幻”“冒险”“悬

疑”“武侠”等流行元素，围绕不同地域文化和细分主

题进行网络文学选拔培育，通过选取优秀网络文学

作者、吸引网络文学领军企业入驻、邀请网络文学名

家落户开设工作室等不同形式，努力把运河打造成

流行文学作品的新标签。对于部分优质网络文学作

品，还可根据其特点进行影视产业孵化。未来，还可

围绕“古为今用，强化传承”，在运河沿线城市，尤其

那些河道遗址深埋地下的昔日运河名都，每年轮流

举行“大运河网络文学”大赛，颁发奖项、举办论坛。

（四）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打造大运河文化带命

运与利益共同体

大运河文化带具有区域文化相似性，建议统筹

好沿线城市的资源与力量，构建起大运河文化带命

运与利益共同体，打造区域协同发展的典范样板。

组建“大运河文化带合作发展联盟”，促进形成多层

次、多类别的沟通渠道。联合沿线城市成立“大运河

文化带发展基金”，深化区域合作。建立大运河文化

带联席会议制度，促进管理体系、数据平台的互联互

通，信息共享。

三、深入挖掘运河文化内涵，创意设计不同河

段、城市、景区的文化形象

对接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根据大运河沿线各地

的自然景观以及文化特点，对不同河段、城市和景区

的文化形象加以概括，建立多层次、有特色的运河形

象标识系统，可以更好凸显与升华其文化价值。

（一）京杭大运河段：天子渡口，南北襟带

京杭大运河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

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

和城镇的兴起起到巨大作用。

（二）隋唐大运河段：盛世脉搏，文明之源

隋唐大运河纵贯在中国最富饶的华北平原和东

南沿海地区，在历史上曾经沟通东西南北，从而使中

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融会贯通和大一统。隋代

大运河造就了当时的中心大都市：洛阳（含长安）、扬

州（含杭州）、涿郡（今北京）这些世界级大都市，同时

实现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化、互补化和共繁化。

（三）浙东运河段：海上丝路，江南之窗

浙东运河使得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隋

唐大运河的起点洛阳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四、创新全民参与机制，激发共同运河记忆

活化运河记忆，激发文化认同，需要全民参与在

互动中感知运河文化。为从小培养青少年对运河的

感情，强化他们对运河“流动的文化”“文明活水”性

质的认知，可以联合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运河

文化资源富集的乡镇和行政村，利用中小学闲置教

室、文化大院等设立运河文化陈列馆，陈列、展示移

民家谱、商号牌匾、龙泉窑瓷器、地方志、完纳漕粮执

照等与昔日运河两岸日常生活有密切关联的物品。

聘用退休教师、公务员等担任管理和讲解工作，免费

向中小学生和当地居民开放，定期组织大中小学生

前来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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