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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岛”。“七河”中，最西边的正是京杭大运河；而其他的几条，

都是几百年来为沟通江淮两河开凿的运河。

扬州不仅拥有大运河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更拥有密布的“运

河网”，这在七河八岛区域是最好的体现。“七河八岛，是活

态的中国水利科技博物馆。”黄杰说。

七河八岛面积 51.5 平方公里，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输水通

道和淮河入江水道整治工程输水通道，是扬州生态自然环境保

持最完好的湖泊、平原类型湿地景观，自然资源丰富、湿地功

能强大。

七河八岛所处的扬州生态科技新城区域，近年来累计植树

造林 5000 亩，全面关闭和搬迁全境所有船厂、砂石厂，综合整

治48公里岸线，恢复1000多亩滨水空间。扬州对这里的保护，

确保了“一江清水向北送”。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扬州时作出“让古运河重生”

的重要指示。他在扬州运河三湾段考察时指出：“千百年来，

运河滋养两岸城市和人民，是运河两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河。

希望大家共同保护好大运河，使运河永远造福人民。”

重生，自然不是让大运河回到古代的功能，而是让它能给

沿岸民众带来获得感；保护，最终是为了让沿岸民众可以幸福

地生活在大运河边，而不是“为了保护而保护”。这是“运河

长子”扬州对母亲河的理解与行动。

古城焕新，一街一“味”

青石砖铺就的步行道凹凸不平，行人不急不缓，茂盛的树

木让街巷韵味十足。来到扬州的皮市街，走进众多文艺小店之

一的边城书店，你会发现店主正在桌前翻阅古籍，从不同的书

本中找出字词、诗句，裁剪下来，辅以衬底、修饰，装入框架，

完成一件艺术品的创作。

店主王军是扬州市广陵区古籍修复技艺非遗传承人，他告

诉《新民周刊》记者，这样的创作，短则几天，长则几个月，

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对文化的理解和创造，相较于当

代工业化的复制品而言，固然是慢了许多；但这种智慧和情绪

的积淀，正是如今人们到此追寻的一种“扬州慢”。这样的魅力，

让皮市街与瘦西湖、中运博一起，被网友列为在扬州观光需要

体验人潮汹涌的“铁人三项”之一。

皮市街的例子证明：古运河的重生，不局限于河流本身。

10年来扬州对大运河的保护理念，已从单纯对运河本身的保护，

拓展为系统推进沿线名城名镇保护修复。扬州制定出台了《扬

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有机更新总体方案》、八项专题行动方案，

并制定了《扬州市古城保护条例》《扬州市大运河文化遗产保

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为古城、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微更新”

提供了制度和法律保障。

“巷城”扬州，5.09平方公里被完整保护的明清历史城区，

是扬州运河沿线最具烟火气之地：分布大小传统街巷500多条，

至今仍有8.5万原住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东关街、皮市街、

仁丰里，在黄杰看来，它们正对应了扬州古城保护思路的3个版本。

1.0 版本的代表是东关街。“不来东关街不算到扬州”，千

年积淀，这里留下丰厚的历史遗存和人文古迹，原汁原味、延

续至今，是扬州运河文化与盐商文化的发祥地和展示窗口。在

个园领略江南园林之美，去冬荣园里的小剧场听一场扬州清曲，

到街头到巷尾打卡扬州美食……春季的东关街游人如织，两个

月接待游客 200 多万人次。

2007 年扬州决定改造东关街，考虑到整治面积大，政府将

沿街居民异地安置，街区运营交给政府平台公司，居民较少参

与开发，政府主导作用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