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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线性文化遗产协同发展新格局的构建
———以长城、大运河为例

孙连娣
（河北地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３１）

摘　要：以运河、长城为代表的线性文化遗产是阐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佳模式之一。京津冀协同发展
需要突破地域限制，协同构建品质优良的生态、文化体系，由点到线，由线及面的方式推进建设环首都文
化网络体系，从本体保护、环境治理、资金支持、机制建设、文旅开发、科学研究等层面形成合力，不断推
进大运河文化带和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保护利用工作，积极推进京津冀线性文化遗产共保共用、协同保
护的创新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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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０日至１２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
河北视察指导工作，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
同发展座谈会。他强调：“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增
强抓机遇、应挑战、化危机、育先机的能力，统筹发展
和安全，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努力使京津
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１］区
域合作、优势互补、互联互通、协同发展是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核心，京津冀的协同发展也为河北带来诸
多发展和机遇，促进河北进入一个历史性的窗口期
和战略性的机遇期，“总的看，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
重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仅是解决北京发展面临的矛盾
和问题的需要，也不仅仅是解决天津、河北发展面临
的矛盾和问题的需要。”［２］２５２历史上的京津冀本就是
一家，它们具有地脉相邻、历史相融、文脉相依的特
点，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比喻道：“京津冀如同一朵
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却瓣瓣同心。”［３］自旧石器时
代的泥河湾文化、周口店猿人遗址，到元明清时期的
北京城，京津冀地区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留
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的殷切嘱托，全面系统地保护好文物和文化遗产，

让更多的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基于此，结合
史料文献和文物考古材料，对京津冀域内的线性文
化遗产长城、大运河的保护与创新性开发利用进行
探析，奋力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谱写新篇章。

一、京津冀地区的线性文化遗产

京津冀自古以来即被视为有机统一的整体，历
史上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之地，
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明进程。２０１４年，习
近平总书记就曾指出：“京津冀同属京畿重地，地缘
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
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相互融合、协同发
展”［４］２４７，表明京津冀协同一体化发展具有非常重要
的战略意义。

其一，京津冀地区具有统一的天然地理优势，据
《名山藏》记载：“北京古幽蓟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
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５］６９４，两面环山，一面临海，
西为太行山脉，北为燕山山脉，东临渤海海域，面朝
华北平原；京津冀平原地带的形成是由古黄河和海
河流域共同冲击而成，海河流域以扇状水系的形式
铺展在京津冀地区，从燕山、太行山延伸至华北平
原；从气候而论，京津冀处于半干旱地带，年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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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４００至８００毫米，形成天然的农牧交错带。其二，
京津冀地域文化源远且深厚，具有四条贯穿的古道
路：居庸关大道、太行山东麓大道、燕山南麓大道和
古北口大道，它们具有沟通内外及内部交往的重要
作用，由此形成诸多历史文化遗产，尤其是元明清时
期的官式建筑遗产是中国古代传统城市营建文化最
典型代表和最完整见证。此外，京津冀还是宗教文
化交流的重要场所，佛教、道教、儒教都贯穿于游牧
民族文化之中。因此，京津冀地区所发现的历史文
化遗产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融合性，同时也具有自
身发展的独特性，是个性与共性共存的产物，因此在
分析线性文化遗产的构建时须充分考虑到京津冀地
区的次地域特征，这也是地方特征的重要体现。

线性文化遗产是一种全新的遗产保护理念，它
是在文化线路（遗产线路）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运河、
道路、长城等都是其重要表现形式，“线性文化遗产
是灿烂的中华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线性文化
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具有赓续民族基因、续写民族传
奇的重要价值。”［６］线性文化遗产的最大特征就是区
域跨度大，文化遗存呈线状分布，由点成线，由线及
面，整条文化线路的文化点位呈连续性分布，又具有
独特性。目前，贯穿京津冀地区的线性文化遗产主
要有长城、大运河、太行山山麓村落等。其中，长城
和大运河，是中华古代文明遗产中的奇迹，“长城是
脊梁，大运河是血脉，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
蕴和精神特质。”［７］吴良镛先生在《京津冀地区发展
规划研究二期报告》中提出：“以运河、长城等遗产为
线索，贯穿各个文化亚区，形成京津冀整体文化体
系。”［８］１３０因此，以运河、长城为代表的线性文化遗产
是阐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佳模式之一。但是，针
对大运河、长城等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存在诸多
困难，例如对于重点区段与普通地段的关注、规划建
设不成比例；缺乏统一的组织管理体系；资金投入过
低；研究体系呈割裂化；点、线、面的研究性不足；历
史遗产、社会人文、精神建设与自然景观的融合性尚
待提高等。基于此，国家政府有关部门积极采取应
对措施，２０１９年７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方案》，明确要求谋划建设长城、大运河等
国家文化公园，为京津冀线性文化遗产协同发展新
格局的构建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北京、天津、河北持续加强交流、研究与
合作，积极推进长城、大运河文化遗产共保共用、协
同保护模式。２０１５年，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三地

文物主管部门共同签订了《京津冀三地长城保护工
作管理框架协议》，共建三省（市）长城保护协调机
制，开展长城联合执法巡查等。２０２２年７月，京津
冀三地文物局共同签订《全面加强京津冀长城协同
保护利用的联合协定》，“将共同制定共管辖区内长
城保护与开发利用的整体保护计划，建立健全京津
冀长城保护利用信息共享机制，实现长城资源优势
互补，共同推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９］２０２２年

１１月２５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京津冀
协同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决定》（以下简
称《决定》），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相继通过此项《决定》，指出要协同推进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加强大运河沿线文化遗产保护、推进河道水
系治理管护、加强立法协同保护等措施。由此可见，
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突破地域限制，协同构建品质
优良的生态、文化体系，以由点到线，由线及面的方
式推进建设环首都文化网络体系，形成大运河、长城
线性文化遗产的文化带建设。

二、京津冀大运河线性文化遗产

大运河是我国重要的线性文化遗产，在２００６年
就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
单》，２０１４年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２０１９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大运河
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为充分挖掘大运河丰
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京津冀三
地还签订了如２０２２年《河北省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
利用条例》《关于京津冀协同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
承利用的决定》等协议，共同为大运河遗产保护出谋
划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
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
利用好。”［１０］大运河主要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
河和浙东运河，全长近３　２００公里，跨北京、天津、河北
等８个省、直辖市。京津冀与大运河的关系十分密
切，尤其是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曾在古代中国
的南北沟通、中西交流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彰
显了中华民族的创新意识和伟大智慧，在中国古代漕
运发展史上有着突出的重要地位。其沿线历史文化
名城、名镇、名村的沧桑变迁是一部部浓缩的文化史。

北京地区运河开凿的历史十分悠久，包括隋唐
时期永济渠的开凿、金代人工运河的开凿、元明清通
惠河航道工程。北京市运河沿线仍存有大量运河遗
产，以元明清时期所遗留的码头、皇木、运粮船等为
主。考证发现，北京段大运河遗产保护的主线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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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白浮泉引水沿线、通惠河、坝河和白河一线河道，
其文化遗产保护内容包括河道、水源、水利工程设
施、航运工程设施、运河设施和管理机构、其他运河
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其中河道分为运河河道（通
惠河、通惠河故道、白河、坝河）和人工引河（南长
河）；水源分为泉（白浮泉和玉泉山诸泉）和湖泊（瓮
山泊及积水潭）；水利工程设施主要为水闸，有广源
闸、万宁桥、东不压桥遗址、庆丰上闸遗址、平津上闸
遗址、颐和园昆明湖绣漪闸、高粱桥；航运工程设施
类型有桥梁（德胜桥、永通桥等）和码头；运河设施和
管理机构均为仓库，有北新仓、南新仓、禄米仓、通州
大运中仓遗址、通州西仓遗址；其他运河物质文化遗
产还有神木厂遗址、张家湾城墙遗址、皇木厂遗址、
花板石厂遗址、上下盐场遗址、玉河庵、燃灯佛舍利
塔、王德常去思碑等。同时，伴随运河运输的发展也
形成了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地名中的海运仓，
传说中的宝塔镇河妖、铜帮铁的古运河、八里桥的故
事、萧太后河的来历、乾隆游通州奇闻轶事，风俗中
的通州运河龙灯会和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等，上述遗
存共同推动了北运河历史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河北省、天津市域内的大运河主要是指京杭大
运河河北段，开凿于东汉末年，沟通海河和黄河两大
水系，包括北运河、南运河、卫运河、卫河及永济渠遗
址，流经廊坊、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廊坊运
河主要是北运河香河段，上连北京通州，下接天津武
清，是贯穿京津冀大运河的重要节点。北运河廊坊
段河道属隋代开凿的永济渠的一部分，元代京杭大
运河通惠河开凿后，成为进抵北京的必经之路，到明
代形成漕运的鼎盛时期。北运河天津段开凿于元
代，海津镇的三岔河口和大直沽是元代海上漕运的
终点码头。至明代，大运河疏通，漕运也从海运为主
变成河运为主。清代中后期，天津的沿海航运和渔
业不断发展，到清代道光年间，又开始逐渐恢复海
运。１８５５年，黄河决口改道后，南北的漕粮河运中
断。总体来看，北运河天津段流经静海区、西青区、
南开区、红桥区、河北区、北辰区和武清区，最终在三
岔河口汇聚入海，纵贯天津市区西部。目前，在天津
运河两岸留有诸多文化遗产，如河道、船闸、会馆商
铺、古街古寺等不可移动文化遗产，还有韩冬手绘叫
卖图、田氏家族制作船模、北仓少练老会、百忍京秧
歌老、高跷、鲍式八极拳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明北
运河天津段故道不仅保留了历史的璀璨文化，还承
载了天津城市发展的命脉和对历史的见证。

北运河廊坊段，经通州杨家洼村南、桥上村南进

入香河县境，流经安平、淑阳、钳屯、五百户四个镇，
再向南进入天津武清区；北运河廊坊段现有三条减
河：青龙湾减河、凤港减河、牛牧屯引河，并且有三座
桥梁：王家摆桥、安运桥、双街桥；香河县境内运河文
物点位共７处，分别是红庙村金门闸遗址、宝庆寺遗
址、孙家止务村西沉船点、红庙村村南沉船点、陈辛
庄村遗址、吴打庄村西沉船点、王家摆村东沉船点，
其中红庙村金门闸遗址是清代北运河及青龙湾减河
重要的水利工程设施，是北运河保存至今唯一的清
代减河闸遗址，对研究北运河乃至中国大运河的历
史具有重要价值。大运河沧州段为海河流域漳卫南
运河系的下游河道南运河的一部分，沧州境内南运
河起自吴桥大兴庄村，于青县李又屯村北汇入天津，
是河北省大运河文化遗产最为集中的河段。运河沿
岸形成有诸多与运河相关的文化遗产，最具特色的
就是运河地名，譬如沧州运河区白家口、沧州泊头、
沧州连镇谢家坝等，均是当前找寻大运河历史记忆
的重要线索。大运河衡水段位于衡水市东部与沧
州、山东德州交界处，是海河流域漳卫南运河系的一
部分，大运河从故城县南部辛堤村入境，流经故城、
景县、阜城三县，重点河段在阜城县霞口镇、码头镇，
景县安陵镇，故城县和建国镇，后在阜城张华村北入
沧州境。衡水段文物遗存众多，例如景县华家口夯
土坝、故城县郑口重力挑水坝、郑口山西会馆遗址、
头屯村黄窑遗址、建国卫运河遗址、阜城县码头运河
遗址、霞口扬水站、戈家坟引水闸等。作为连接南北
的重要节点，衡水市结合大运河文化带与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双重战略支撑，全面整合资源，联动发展，
实现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的总体要求，成为大运
河文化带上重要节点城市。大运河邢台段是中国运
河史上最伟大印记的一个地段，这里有京杭大运河
临清段，也有隋唐时期的永济渠，还有曹操开凿的河
北平鲁渠。大运河邢台临西、清河段是卫运河一部
分，自临西尖冢流入，沿临西、清河两县边界北去，于
清河渡口驿出境，是冀鲁两省的边境河流。大运河
邢台段留有丰富的古渡、仓储、古码头、古驿站、古村
落、沉船等重要印迹，例如清河县朱唐口险工、清河
县油坊码头遗址及险工、贝州故城遗址、临西临清古
城遗址等。大运河邯郸段是中国大运河中段重要流
域，由邢台临西县进入邯郸市，邯郸市境内的大运
河，全长１５６．４公里，其中卫河邯郸段全长７６．４公
里，卫运河邯郸段全长４０公里，永济渠邯郸段遗址
（隋唐大运河）线路较明确的河道约４０公里，流经邯
郸东南部的魏县、大名县、馆陶等地，并保存大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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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有关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综上所述，京津冀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

首先需要明确保护与利用的原则，始终要以保证本
体、不随意掺杂人为因素为第一要务，还原运河的原
真性和原生性，使其真实地展现在世人眼前，而不是
单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改变运河的本体面貌。
其次是针对河道、水源本体的保护措施，要根据河道
与湖泊周边考古调查发现，妥善解决河道与湖泊水
源不足的问题，控制河道污染，提升其生态功能，在
满足遗产保护的基础上，实现河道与湖泊防洪排水
功能，适当增加公共绿地面积，并通过设置讲解牌、
游船码头、导游讲解等方式，建立博物馆、展览馆，加
强对遗产点的展示，创造人文景观，塑造大运河的文
化氛围。最后是对古遗址、古建筑遗产点的保护，需
明确遗址群的保护范围，采用整体保护措施，不能单
一针对某一建筑单体，要将代表性建筑放置在组群
与大运河的大框架中去保护、研究。

三、京津冀长城线性文化遗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
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
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
象征。”［１１］京津冀地区的长城属于地缘相接、文化一
脉，是长城建筑中的精华部分，对中国历史上的政
治、经济、民族文化均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长城是
一个线性历史文化遗产，它覆盖里程长、跨越行政地
区多、工程量庞大且历史积淀深厚，很难由一个地
区，一个机构来修缮保护和开发利用，因此长城保护
就需要京津冀相关政府文物部门相互配合，相互借
鉴保护开发利用的经验。尤其近三年相继出台了

２０２１年河北省通过的《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２０２２
年京津冀三地共同签署的《全面加强京津冀长城协
同保护利用的联合协定》、２０２２年北京密云区和河
北滦平县签署的《边界长城保护合作协议》等协定，
为京津冀长城协同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通过上述
协定，京津冀共同制定了三地共管辖区内长城保护
与利用的整体保护计划，同步开展长城修缮、利用开
放等工作。京津冀三地在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下，
探索京津冀区域长城保护与利用的好路、新路，是三
地的共同责任和义务，对于我国长城文化遗产保护
具有重要意义。

河北省长城资源丰富，现存战国至明代各时期
长城总计２　４９８．５４千米，位居全国前列；精华地段

２０余处，大小关隘２００多座，是国内长城资源保存

最完整、长城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区段。河北省境内
长城建筑类型比较齐全，特别是明长城、墙体、关堡、
敌台、烽火台、马面等均有呈现。丰富的资源、独特
的魅力和广泛的分布，一方面凸显长城保护的重大
历史和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也显现出长城保护的艰
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据调查，河北长城主要集中
在河北中、北部，包括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燕国、秦国长城，有边墙、御路、长壕及障城（岱伊下
古城、十八号村障城、惠汉障城、十五号村烽火台、棋
盘山古城、小城子梁障城、佛爷道障城、半截塔古城、
城子村古城、簸箕掌古城等）；在承德丰宁有燕国、秦
国长城，如外沟门大营子段长城、万胜永段长城、山
咀段长城、大营子南坡障城、三合城四角城、后窝铺
后梁城址；承德西汉列燧长城，包括双庙梁烽燧、志
云烽燧、河北村烽燧、老虎沟烽燧、北台子村烽燧、三
块地烽燧、瓦房北山烽燧、碱厂烽燧等；承德隆化烽
燧长城包括隆化城至十八里汰烽燧、十八里汰至承
德县头沟头块地烽燧、隆化城关山咀村至博岱沟分
支列燧长城、郭家屯二道营子长城，及障城遗址有鲍
家营城址、西阿超二道河子庙西沟城址、碱房城子梁
障城址、郭家屯二道营城址等；承德丰宁列燧长城主
要分布在东路牤牛川和西路潮河川及冰榔山，有凤
山镇土城子、望海营障城、东营子障城、小坝子障城、
松木沟障城等；承德滦平列燧长城包括滦平平坊至
巴克什营段烽燧、兴州河烽燧、北李营刘家沟川烽
燧、北李营胡家沟川烽燧、安纯沟门至周穆梁烽燧、
滦平西北岗子川烽燧、兴州小城子等；张家口市秦汉
长城主要集中在尚义马圈沟桃山至张北狼窝沟，分
三个小区：一是张北狼窝沟至崇礼茂古天营分支，二
是张北战海水泉洼至崇礼清三营沙岭段，三是二道
边长城；保定市、廊坊市境内的燕南长城，包括易县
段燕南长城、徐水境内燕南长城、容城安新段燕南长
城、雄县文安大城段燕南长城，相关城址有徐水遂
城、文安富各庄古城、文安大董村古城、文安广陵古
城、大城完城遗址等；张家口蔚县南山汉长城；张家
口北魏长城，主要有沽源糜地沟北魏长城、康保北魏
六镇长城；秦皇岛、承德隋代长城，有金山岭明长城
南侧发现的古代长城、秋皮沟古长城等；金代界壕遗
存。此外，河北明长城数量最多，类型也最丰富，河
北明长城总长１　３３８．６３千米，明代长城“墙体共１
１５３段，主要以砖体长城为主，包括单体建筑５　３８８
座、关堡３０２座、相关遗存１５６处”［１２］。其中山海
关、金山岭是明代典型的古代军事防御体系遗产，包
括规模宏大的连续墙体、壕堑、界壕，数量巨大的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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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关隘、堡寨、烽火台，合理利用了各类自然要素形
成的山险。

长城北京段始建于北齐，主要分布在北京市的
北部和西北部地区，位于密云、怀柔、平谷、延庆、昌
平、门头沟境内，自北京东北绕至西北，全长绵延

６２９公里，全线有城台８００余座，关口７１个，营盘８
座。其中以明代长城为主体，由东西向和东北西南
向两大体系组成，二者在怀柔旧水坑西南汇合。大
多构筑于崇山峻岭、悬崖陡壁上，以气势雄伟、规模
浩大著称于世。长城北京段全线共北京长城整个走
势呈比较连续完整的半环形，沿线重要区段有八达
岭、慕田峪、古北口、司马台、神堂峪、沿河城、营城长
城、黄崖关长城、箭扣长城等。

长城天津段全部位于蓟州北部山区，长城本体、
附属设施以及相关遗存均为明代修建，从明成化十
年到明朝灭亡的１００多年时间里，该段长城不断增
修改建，形成了边墙、墩台、烽燧火池、寨堡、黄崖关
城、梨木台长城、九山顶长城等一套完整的长城防御
体系。其中，黄崖关长城在天津市蓟州区以北２８公
里的崇山峻岭之中，东达河北省遵化市的马兰关，西
接北京平谷的将军关，全长４２公里，有楼台６６座，
敌楼５２座，烽火台１４座，是京东军事险要之地。

京津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将重点解决长
城沿线开发区域交叉重叠、多头管理的碎片化问题，
把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放在首要地
位，突出自然生态系统的严格保护、整体保护、系统
保护。近年来，国家政府相关部门先后颁布《长城保
护总体规划》《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方案》《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河北段）建设保护规划》等文件，为解决长城保护存
在的保护管理力量薄弱、长城保护管理投入不足、经
济利益驱使造成人为破坏严重、无序旅游形成管理
压力、社会力量参与长城保护程度不够、多头管理等
问题，提供了重要保障。京津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以长城沿线一系列主体明确、内涵清晰、影响突出的
文物和文化资源为主干，生动呈现中华文化的独特
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促进长城科学保护、世
代传承、合理利用，为全面推进京津冀长城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与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其保护与规划措
施具体而言，可从三个方面论述。首先，京津冀长城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要以相关文物和文化资源为核心
元素，以点、线（段）、片连接为格局，以“管控保护区”
“主题展示区”“文旅融合区”“传统利用区”４类功能
区建设为重点，以“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

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５项工程为支撑，根据长
城现存保护完好墙体规模、文物和文化资源品位、景
观资源空间集聚组合及周边人居环境、自然条件、配
套设施，筛选出长城建设保护核心主体，总体规划
区、管控保护区、主题展示区、文旅融合区、传统利用
区。其次，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构建成为“两带、多段、
多点”空间布局。“两带”即太行山和燕山两个长城
文化遗产带；“多段”即山海关段、金山岭段、大境门
段、崇礼段、八达岭、慕田峪、古北口段、司马台段、黄
崖关段等；“多点”指长城沿线其他重要标志性长城
文化遗产、长城关口城市、特色长城村镇以及其他中
华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资源
景观等。最后，京津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将依托长
城内外遗址遗迹、关隘城堡、传统村落、山水风光等
资源，重点打造金山岭、山海关、老龙头、喜峰口、白
羊峪、大境门等长城核心景观区，突出展示不同区段
长城的独有特质。

四、长城、大运河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格局
的构建

当前，建设长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京津冀重
点区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
大决策部署，是“十四五”时期国家深入推进的重大
文化工程。将长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传
承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走廊、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
家园、代表国家水准和展示国家形象的靓丽名片、提
升人民生活品质文化和旅游体验的空间，为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京津冀地区的力量。

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重要内容之一，涉及生态治理、经济建设、文物保护、
旅游开发等多个领域的齐头并进，并且大运河的保
护还需要京津冀三地相互协商解决，即“一盘棋”战
略。京津冀大运河协同发展的路径主要从以下七个
方面进行构建。第一，建立健全统一的行政管理模
式，能够实现三地运河的有效性管理，杜绝属地化管
理。可尝试建立京津冀运河管理办事机构，专门负
责三地相关部门的联络与沟通工作。第二，健全法
律法规制度，三地司法机构签订司法协议，建立联合
保护机制，从而加大三地的司法协作力度，优化管
辖、送达、调证、案件会商、生态修复、执行等程序流
转效率；可尝试打造运河法治文化长廊，可挂牌“生
态普法驿站”“绿色司法实践教育基地”等，探索构建
适应大数据时代要求的全媒体、立体化的文化宣传
机制，拓展宣传载体，增强宣传实效，营造法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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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运河绿色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第三，切实做
好运河水体生态保护，开展水系综合治理工程，京津
冀三地水务部门联合对运河水系水质进行动态预警
监控，做到运河全域水系的零污染。第四，建立大运
河国家文化公园，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思路，将运
河与周边城市建设相结合，形成运河城市特色，将运
河文化公园定义为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的象征。第
五，开发旅游资源，充分利用运河出土的遗物及码
头、水闸等遗存进行公众性展示，并结合运河相关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升运河文旅的热度。第六，加大
京津冀三地对运河建设的财政投入，设立运河保护
专项基金，保证资源运用的有效性和持续性。第七，
通过组织运河文化论坛、设立运河遗物展览馆等惠
民形式，扩大运河文化的影响力，向大众宣传运河文
化遗产保护的先进理念。

长城线性文化遗产需要京津冀三地建立协同发
展机制，在行政管理、资金投入、学术研讨、旅游开
发、修缮保护、行政法规等方面建立统一的制度体
系，省市联动、以点带面，从而实现京津冀长城一体
发展。第一，明确行政管理权限，杜绝“三不管”现象
的出现，打破行政壁垒，长城保护需要三地部门协同
并进，科学统一规划，明确保护范围。第二，加大财
政投入力度，设立长城保护专项资金，由于长城本体
长期裸露在自然环境中，因此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对
长城进行修缮保护。第三，明确科学保护与规划的
理念，协同业内专家学者研讨，使用原汁原味的材料
和工艺对长城进行保护，保证长城本体的原生性和
原真性，不能将人为因素掺杂其中。第四，京津冀协
同规划与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由于长城是有机
统一的整体，因此要杜绝各区域各自孤立发展，尝试
三地优势资源互补的方式，建设具有三地文化特征
的长城文化公园。第五，大力宣传京津冀长城文化，
持续打造长城红色文化、边防文化等，提高长城在社
会各界的知名度。第六，京津冀三地共同打造新型
的文旅开发模式，互相借鉴，联创互动，实行旅游通

票或免票的形式扩大游客数量，真正打造一条集历
史、民俗、娱乐于一体化的新型旅游模式。总之，京
津冀建设大运河、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需要保持三地
协同共进的姿态，努力秉持合作共赢理念，打造具有
地域特色的国家遗产公园，这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彰
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久影响力、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强大生命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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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制造业领域分散的核心技术集合成专利池。
同时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权属制度、收益分配制度、侵
权监控机制以及相关运营管理机制，使联盟真正发
挥协同创新的组织作用和影响力，对内实现联盟成
员技术共享，不断提高联盟成员自主创新能力，对外
提升沧州市高技术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进而形成
知识产权集群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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