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在宣传推介方面注重创新和实效，成功举办了
一系列国家级和省级的文化活动。推出了黄河水浒文化
之旅、微山湖生态红色文化之旅、儒家文化经典游等黄河
旅游线路。我市多个景区入选全国和省级黄河主题旅游
线路，联合“今日头条”开展的“游读济宁”百人创作行动
也入选了山东省旅游宣传推广十大优秀案例。策划了

“文化济宁”巡回推介会等十大活动，与世界旅游城市联
合会旅游相关企业分会、媒体分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设立了香港营销推广中心。我市成功提升了文化公园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拓展了文化公园的国际视野和
影响力。

目前，我市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成
功打造了具有引领力、竞争力和传承力的文化公园。
提升了城市的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推动了文化事业
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也为市民带来了丰富的精神文
化滋养。 （记者 张芳 通迅员 杜源源）

在汶上县这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上，文化旅
游事业正以前所未有的活力蓬勃发展。近年来，汶上县以“儒
韵福城·京杭水脊”为核心品牌，全面推动大运河文化保护传
承与利用，致力于打造一张闪耀的文化旅游名片。

统筹谋划，构建遗产保护利用新格局

汶上县高度重视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成立大运
河国家文化公园及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领导小组，构建县
乡一体责任体系。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纳入政府工作
报告及全县工作体系，设立副县级大运河南旺枢纽考古遗址
保护中心，专门负责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任务。同时，
积极融入上级规划，提升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精细化、规范化
和科学化水平。

保护为先，重塑运河历史文化新风貌

汶上县坚持精准保护，完成十里闸保护展示、南旺枢纽数字
化展示等重点工程，推进小汶河保护与展示工程。全域保护方
面，统筹遗址本体与周边风貌保护，实施生态修复等工程。此
外，还注重活态保护，形成完整历史档案资料，构建遗产数字云
平台，全方位呈现运河文化的魅力，让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

文旅融合，培育运河文化旅游新亮点

汶上县充分利用大运河文化资源，打造文化新地标。通
过高标准规划南旺枢纽博物馆、建设大运河步道等措施，举办
了一系列全民健身和文化旅游活动，形成了漫游活力通道。

同时，探索文旅新路径，开通文化旅游村至大运河南旺枢纽考
古遗址公园的精品旅游路线，放大“北方都江堰——南旺分水
遗址”的品牌效应，推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守正创新，焕发运河千年文脉新活力

该县深挖运河文化底蕴，组建了大运河文化挖掘传承工
作专班，组织编撰《中都历史文化丛书》，推出了一系列文艺精
品。同时，策划专题栏目，拍摄宣传片，发表专题文章，成功承
办多项重要活动，如2024“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山东主场城市
活动暨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庆祝活动等，进一步提升了“儒
韵福城·京杭水脊”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南旺枢纽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获多项国家级和省级荣誉，打响了“运河水脊”政
德教育品牌。 （通迅员 赵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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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精心打造国家文化公园新标杆
近年来，济宁市积极响应并深入融入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将国家文化公园的建

设置于文化发展的核心地位，全力推进并实施了五大标志性工程：文化遗产的保护

与传承、历史文化的研究与发掘、环境配套设施的完善、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以及

数字化再现的创新实践。经过不懈努力，我市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已取得了显著

成效，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

我市高度重视国家文化公园的顶层设计，建立了高
效协调的推进机制。相继成立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大
运河（济宁段）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3个领导小组和市运河文化经济带
建设指挥部，确保重点工作和重大项目能够专班化、高效
化推进。同时，强化规划引领，编制了《大运河（济宁段）

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和《济宁大运河文化公园建
设总体规划》，为文化公园的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在科
学谋划的基础上，济宁市持续五年推动运河文化、黄河文
化、儒家文化等一体化发展，聚力打造大运河文化旅游
带，构建布局合理、特色鲜明、功能衔接、开放共享的发展
格局。

我市在项目建设上注重高标准、高质量，集中攻坚了
一批重大项目。通过引进国内领军企业，策划实施了8
大类58个标志性项目，成功引进了灵山集团、华强方特、
华侨城等国内文旅领军企业，建成了尼山圣境、方特东方
欲晓主题乐园、“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河道总督府遗
址公园等一系列文旅新地标。同时，微山湖旅游区成功晋
升为国家5A级景区，鲁源小镇、运河里水岸田园综合体等
重点文旅项目也在顺利推进中。此外，我市还实施了“百

家景区焕新工程”，启动了7类133个景区焕新项目，打造
了一批省级风景道典型段和网红打卡地。在要素保障方
面，积极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加强内河航道和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都市区“半小时”交通圈。在数字
再现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启动了济宁文旅数字平台
建设，尼山圣境成为全国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培育
试点，三孔景区上线了全球首个智慧三孔MR数字文旅
融合体验项目，为游客提供了沉浸式的文旅体验。

顶层设计引领，构建文化公园发展新蓝图

重大项目攻坚，打造文旅融合新地标

遗产保护传承，彰显文化公园深厚底蕴

我市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下足功夫，挖掘历史价值，
编制了《大运河（济宁段）文物保护导则》，实施了南阳古
建筑群修缮等系列工程，推动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和河道
总督府遗址列入国家文物局大运河重要遗址考古研究项
目。同时，我市还注重非遗传承和文艺创作，我市在全省
率先实行了文物影响区域评估工作，打造了72家博物
馆。任城区入选全省“非遗在社区”试点，运河“非遗小课

堂”社区传承服务工程获评全省非遗保护十大亮点工
作。成功培育了国家级非遗项目19个、省级非遗项目86
个、市级非遗项目283个，以及一大批非遗传承人。推出
了山东梆子《竹竿巷》等优秀剧目，实施了大运河文化重
大题材美术三年创作工程。这些举措不仅彰显了济宁市
的文化底蕴，也为文化公园的建设增添了更多的文化内
涵和吸引力。

宣传推介高效，提升文化公园国际影响力

在微山县，大运河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与城市共生共
荣的璀璨明珠。近年来，微山县以高起点谋划、高质量传承、
高标准融合为引领，全面推动大运河文化的挖掘、保护与利
用，以实际行动践行“大运河与城市共生”的理念，让大运河文
化在传承与创新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高起点谋划布局，深度挖掘大运河文化

微山县高度重视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成立文
化资源挖掘整理领导小组及运河文化工作专班，深入挖掘、整
理、传承、保护和利用大运河等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提升运河
话语权。成立了微山湖运河文化研究会，编写《运河古镇南
阳》等系列丛书，举办山东省第七届运河论坛，进一步传承运
河文脉。此外，微山县还积极争取中央、省级文物保护资金支
持，推动大运河微山湖博物馆等运河文保项目建设，微山县大
运河（城区段）保护开发项目更是成功入选2023年山东省文

化体验廊道重点项目名单。

高质量传承保护，精心守护大运河文化遗产

该县加强文物遗存保护，采取了切实有效的措施。编制
《微山县文化资源保护名录》，实施南阳古建筑群修缮等工程，
并建成大运河微山湖博物馆省级水情教育基地。同时，成立
山东省水下考古济宁（微山）工作站，深化区域合作，推进水下
考古事业。在激发传统文化活力方面，开展“专家讲汉碑”、非
遗拓片等主题社教体验活动，惠及群众10万余人次。此外，
全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达134人，非遗代表性项目121项，多
个非遗工坊申报成功。拍摄“非遗记忆”系列宣传片11期，组
织端鼓小戏等非遗项目参加多场大型展览展演活动。“网织非
遗·渔火相传，渔家非遗品牌点亮乡村振兴路”成功入选全省
首届非遗助力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微山县探路‘非遗+旅游’
助力文旅市场蝶变升级”经验做法被省文旅厅发文推广。非

遗传承保护取得显著成效，为传承和弘扬大运河文化注入了
新的生机与活力。

高标准文旅融合，创新策划大运河旅游

微山县在文旅融合领域持续深耕，加速项目开发进程，精
心策划实施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城区段）等建设项目，
多个文旅项目建成运营。同时，创新推出环岛游、环湖游特色
亲水线路，研发9条特色研学线路，开发6类40余个特色研学
课程。丰富夏镇运河湾夜游业态，开通“运河船说”摇橹船夜
游运河项目，成功入选第三批省级旅游休闲街区。此外，微山
县还加强对外合作，赴多地召开文旅推介会，精心打造以大运
河、微山湖为主体的节庆品牌20余个，微山湖荷花节荣获“好
客山东·乡村好时节”活动优秀案例，大运河旅游品牌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显著提升。

（通迅员 崔乔 宋永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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