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条经济脉动之河
公元前 361年，魏国在郑州地区挖掘改造

鸿沟，形成了初步的漕运通道。司马迁《史记·

河渠书》记载：“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

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此

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鸿

沟由此成为中国大运河之始。

矗立在大运河郑州段岸边的标识碑上，一

幅“中国大运河分布图”上沉淀着劳动人民汗

水和智慧的结晶：由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

和浙东运河三部分共同组成的中国大运河。

流经河南的隋唐大运河从北向南由永济渠、通

济渠、邗沟和江南运河四段河道组成，北抵涿

郡、南达余杭，全长2700公里。如果把隋唐大

运河看作躺在中华大地上一个巨大的“人”字，

那么通济渠就是这人字的一撇，永济渠则是人

字的一捺，郑州就位于一撇一捺的交汇处，是

整个隋唐大运河的枢纽所在。

隋唐时期，郑州作为通济渠的重要节点，

迎来了漕运的黄金时代。史料记载，当时“漕

船往来，千里不绝”。北宋定都开封后，逐步构

建起以京城为中心的运河网，“四大漕渠”中有

三条流经郑州，郑州在当时国家水路交通中的

重要作用由此可窥一斑；明清时期伴随着贾鲁
河交通功能的发展，沿岸商业城镇迅速兴起，
郑州惠济镇成为车水马龙的商业重镇。

1906年，伴随着京汉铁路全线正式通车，
依赖于水道与驿道的传统交通网络格局被打
破，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的漕运和交通功能带
着辉煌的荣光载入了史册。

一条文化遗产灿烂之河
2014年，历经 8年的准备，中国大运河成

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郑州段的入选，不
仅因其保存完好的水工遗存，更因其完整见证
了从战国至明清的中国运河发展史。尤其是
索须河段与惠济桥段以其完整的河床遗迹、附
属文化遗产，堪称“活着的线性文明标本”。

郑州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大运河郑
州段作为中国北方地区自战国至明清运河开
发利用史的见证，是在农业文明技术体系下人
类非凡创造力的体现。除了河道本身的考古
价值，通济渠郑州段也是催生并见证郑州地区
大运河开发、城市振兴、经济发展、文化艺术交
流的重要历史遗存。

隋唐大运河以郑州为中心点，呈扇形覆盖
中国中东部，使中原文明顺水而行，传遍运河

两岸、大江南北。
如今，大运河郑州段索须河水道丰盈、

碧波荡漾，两岸绿草如茵、杨柳依依。除了
河道、河床等水工遗存保存完好，惠济桥雄
姿依旧，荥阳故城城址、荥泽县城隍庙等各
具特色，绽放着运河催生的市井风华。

一条全民共享的生态之河
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

时强调：“大运河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保护、传承、利用上下功
夫，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

大运河郑州段的保护、传承工作在新时
代也不断取得新进展，千年大运河焕发新的
生机与活力：2020年，《河南省大运河文化保
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发布，提出建设“两轴
三极七片区”，郑州作为“三极”之一，依托通
济渠古都发展轴，构建“水城共融”的生态城
市样板；2022 年 3月，《郑州市大运河文化保
护传承利用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施
方案》正式印发，提出重点建设大运河管控保
护区、大运河主题展示区、大运河文旅融合
区、大运河传统利用区等四类主体功能区，力
争通过《实施方案》的落实，将大运河郑州段

真正打造成具有时代特征、郑州特色的景观
河、生态河、文化河，成为向世界系统展示“华
夏文明之源、黄河文化之魂、运河文化之美”
的窗口。

漫步索须河两岸，40余组世界遗产形象
展示标识、3处大型展示壁、仿唐式保护展示
亭、大运河科普展示房和碑廊碑亭无不讲述着
悠久的运河故事。

“申遗成功的 10余年间，我们带领青少年
学生多次开展传承历史文脉、保护世界遗产为
主题的‘行走大运河’活动。”市文物局工作人
员介绍，大运河科普展示房内设立的大运河通
济渠郑州段的专题展览，系统地展示出郑州运
河的概况，一条尽览华夏文明、彰显中原文化
的大运河以全新姿态展示在世人面前。

索须河畔，白发老人对着浮雕追忆往昔，
年轻父母带着孩子辨认鹭鸟，考古工作者在泥
层中寻找文明密码——人们，都在用自己的方
式与运河对话。

这条大河，不仅是历史的“输血者”，更是
未来的“造梦者”。今日郑州，正以水为墨，在
中原大地书写新时代的“运河赋”——让千年
涛声与城市心跳共鸣，让文化遗产成为高质量
发展的有力引擎。

大运河郑州段：古今水道润民生
本报记者 左丽慧 李居正 文 通讯员 王羿 图

小满将至、万物初盈。由
天河路桥沿索须河向东漫步，
但见水草丰美，白鹭翩翩，河
岸“世界遗产”标识、文化浮雕
墙透露出眼前这条大河的灿
烂过往。数千年时光里，它曾
有许多名号：大禹治水时，它
是平息水患的分水沟渠，后化
身春秋“邲水”、战国“鸿沟”；
它是西汉的蒗荡渠、隋唐通济
渠，也是宋代汴河，还是元明
清时期的“贾鲁河”……风云
变幻的岁月长河中，贯通南北
的大运河以广阔的空间跨度、
巨大的成就、深远的影响力成
为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为国
家统一、生产力发展、经济繁
荣做出了杰出贡献。

从战国鸿沟到世界遗产，
从“商贾云集，百货辐辏”的经
济动脉到大众身边景色如画
的生态河，大运河郑州段走过
了2000多年的漫长历程，在
新时代焕发出新的迷人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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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让“天地之中、黄帝故里、功夫郑州”
城市品牌越叫越响

新新时代时代新新征程征程新新伟业伟业

（上接一版）历史绵延、文脉清晰，游客可
在嵩山触摸到中原文明发展的全过程。连续6
年被评为“全国县域旅游竞争力百强县”的登
封，努力让静默的建筑有历史的回响、文化的
瑰宝有今日之弘扬。

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省社科院历史与
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张新斌认为，黄帝文化是黄
河文化的根源文化，黄帝文化丰富的内涵和价
值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与
精神动力。

传承保护黄帝文化，守护这“文化根脉”，
郑州优势显著。郑州不仅是华夏文明的重要
发祥地，也是黄帝文化的发源地，不仅保留有
大量与黄帝有关的考古发掘，还有着流传甚广
的典故传说。无论是具茨山上的古旧岩画，还
是与黄帝建都相关的“有熊说”，都显示黄帝在
郑州地区活动之密切。此外，其大臣岐伯在新
密开中医著述之先河，荥阳青台遗址出土的丝
织品也印证着“嫘祖文化之乡”的悠久传说。

如今，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进程
中，黄帝文化因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广泛的影
响力以及对中华民族精神和价值的根本性塑
造，已经成为其中极为关键的核心标识之一。

“郑州地处黄河中游、天地之中，是中国八
大古都之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六个大
遗址片区之一，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文物分布
密集型城市、文物资源大市。”郑州市文物局负
责人表示，全市文物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
想为引领，全面聚焦文物保护、研究、利用和管

理工作，在考古发掘研究、博物馆活化利用、精
品展览展示等方面亮点纷呈，为促进郑州文旅
文创融合战略落地落实、推动打造“天地之中、
黄帝故里、功夫郑州”城市品牌和郑州国家中
心城市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文武双全创新表达强“自信”
2024年 4月，柬埔寨暹粒巴戎寺北迎来了

一群少林武僧，他们从“天地之中”的嵩山脚下
远道而来，带着一身武艺与满满诚意，向暹粒
的吴哥古迹走去。在此次“当少林遇见吴哥”
功夫文化交流活动中，少林寺的武僧们表演了
集体拳、象形拳、大比武等精彩节目；柬埔寨的
少年们也上演了刚劲有力的斗狮拳表演。“少
林遇见吴哥”，让两地完成了一次古老文明的
对话，也让两大世界文化遗产——少林寺与吴
哥窟完成了跨越时空的握手。

半年后的 10月，“少林遇见吴哥”再续前
缘——在登封举办的第十三届郑州国际少林
武术节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武林高手”齐聚一
堂，共赴这场功夫盛宴。活动期间，少林寺山
门外，来自柬埔寨的武术表演者将高棉拳法演
绎得明快灵动，少林寺的武僧们则用集体拳、
地趟拳、镇山棍等精彩节目，让世界各地来宾
领略中华武术的独特魅力。这场武术表演，在
活动结束后迅速“刷屏”，柬埔寨王国首相洪玛
奈在个人脸书账号发布了活动视频并指出：

“此次活动不仅展示了柬埔寨传统武术，也为
高棉武术在国际舞台上的推广带来了巨大的

推动力。”
“天下功夫出少林”。当传统武术以活态

传承的创新姿态呈现，游客收获的不仅是耳目
一新的感官震撼，更见证着本土文化根脉的重
焕生机，为历史与今人对话、为人与城增强情
感链接创造更多可能。当前，郑州以登封“世
界功夫之都”建设为抓手，推动武术文化全球
化传播。少林寺周边数十所武校常年驻训数
万名学员；《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实景演出累
计超 4000场，观众突破 600万人次，成为文旅
部“一带一路”文化贸易重点项目。

郑州正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拥抱世界，
广泛吸收借鉴现代文明星河中的璀璨，满足人
民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生活需求。

积极讲好“中国故事”“郑州故事”
5月 19日，郑州图书馆“天中讲坛”迎来创

办十周年“纪念日”。这个举办 540余场、线上
线下受众超过 2200万人次的公益讲座，坚持
专业性与大众化并重，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播，成为讲述中国故事、郑州故事的重
要载体——通过多元、开放、共享的文化服
务体系构建，郑州为市民提供全面的文化滋
养，让文化的内涵和魅力潜入城市的每一个
角落。

除此之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也在不
断完善。目前，郑州评出上等级乡镇（街道）综
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180个、建成乡村文化合作
社 1365个，组织开展各种活动累计万余场，受

益群众达200万人次。
随着郑州众多公共文化设施的落成与升

级，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与歌手纷至沓
来，在这里找到了属于他们的璀璨舞台。从
郑东 CBD 标志性建筑河南艺术中心，到郑西
CCD 新崛起的郑州大剧院与郑州奥体中心，
共同奏响了一曲震撼人心的“郑州之歌”，为
市民带来一场场文化盛宴，提升了城市的艺
术氛围和文化品位。仅 2024年，郑州就举办
5000 人以上大型营业性演出 47 场，观众约
96 万人次，票房收入 10 亿元。演艺经济的
大力发展，不仅拉动社会消费的显著增长，
也给旅游演艺项目的创新运营提供了信心
和方向。

“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郑州的文化不
止存在于文献的记载与辉煌的过去，还活色生
香地交融于广大市民的现实生活之中。”市民
丁先生深有感触地表示，从“地下”到“地上”，
郑州各类“研、学、游、行”沉浸式体验遍地开
花，博物馆精品展览让郑州历史文化从“遗产”
变为“产品”，文旅文创文化演艺精彩纷呈，“生
活在郑州，让我骄傲和自豪！”

从观星台仰望苍穹的古老智慧，到黄帝故
里跨越时空的血脉相连；从少林武僧的虎虎拳
风，到厚重底蕴的现代表达——这座文武双全
的城市，既守护着 5000年文明根脉，亦谱写着
新时代的华彩乐章，邀世界共鉴“中国之中”的
文明密码，共赴“功夫之都”的激情之约！

本报记者 左丽慧 李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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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袖章”是流动的服务队
本报记者 刘伟平朱翔宇 文/图

本报讯（记者 徐刚领）在中沙建交 35周年
之际，宇通再度深化与沙特公共交通领域的战
略合作，165辆定制化 ZK6126HG公交车在沙
特麦地那投入常态化运营（如图），助力沙特

“2030愿景”立体化交通网络建设，在“一带一
路”倡议下增进民生福祉。

作为沙特“2030 愿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首都利雅得通过“轻轨+公交+微循环”立体
交通网络构建，推动了城市交通转型升级。依
托公路产品市场积淀，宇通定制化公交产品规
模化驶入沙特各大城市，持续赋能中东城市形
象焕新。针对沙特麦地那夏季极端高温的气候
特点，宇通ZK6126HG公交车专门配备高性能
空调系统，能够快速制冷，确保在高温环境下仍
能保持车内舒适温度。除了在舒适性和高效性
方面的突出表现，该车型还具备更高的可靠性
和安全性。值得一提的是，为确保车辆的通过
性和驾乘舒适性，宇通研发团队在项目初期便
构建多维度的调研体系，针对当地特有的交通
环境对目标区域进行了全面的路谱采集，系统
勘察测量区域内的每一处减速带，并基于勘测
结果进行定向设计与技术开发，令车辆的最小
离地间隙、接近角、离去角、通过角等都得到明
显提升。

今年是中沙建交 35 周年，中沙两国正以
更扎实的产业合作、更活跃的交流，实现跨越
山海的“双向奔赴”。

165辆宇通定制公交车
在沙特麦地那投入运营

（上接一版）社区即刻
启动“网格吹哨、部门
报到”机制，联动街道
办事处、房管、安监、市
场监管等部门，组成专
项工作组约谈充电桩
企业。经过多轮磋商，
不仅敲定了合理的收
费标准，微网格长们还
自发成立“电流检测小
队”，手持设备定期巡
查线路安全，并在后续
的工作中持续推动充
电桩价费分离、充电设
备更新等问题解决。

“需求收集会摸准
痛点、协商议事会凝聚
共识、成效评议会接受
监督，全程通过线上线
下 渠 道 反 馈 处 理 进
展。”马婷介绍，这种模
式 让 居 民 从“ 被 动 接
受”转为“主动参与”，
治理成效切实可感。

如 今 的 青 秀 佳 苑
社区，在“红袖章”的引
领下，基层治理焕发出
新的活力，居民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不断提升，
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
治理新格局已然形成。

后天这里有场
民营企业招聘会
本报讯（记者 刘盼盼）记者从二七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5月 22日上午，该局
将联合河南123人才网在二七区零工市场举办
民营企业招聘月零工市场专场招聘会。

此次招聘对象主要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人
才，以及登记失业人员等各类求职人员。参
会企业以民营企业为重点，岗位集中在新媒体
运营、管培生、电子商务、技术工程师、行政、
设计、会计、律师、人力资源管理等，岗位 6600
余个。

招聘会具体时间为 22 日 9：00~12：00。
活动现场将设立企业招聘区、企业展示区等，多
元化服务求职者，为求职青年进行岗位匹配和
面对面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