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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砺瑾

昨日，全国政协委员、洛阳师范学
院院长梁留科告诉《洛阳晚报》记者，这
次去北京参加两会之前，他精心准备了
不少提案，其中第一个就是关于“活化
隋唐大运河遗产 弘扬隋唐大运河文
化”的提案。

在提案中，梁留科提到，中国大运
河是我国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隋唐洛
阳城遗址作为我国现存最为完整的隋
唐大型古代都城遗址，保存了含嘉仓、
回洛仓、洛河、南市、新潭、天津桥等极
为丰富、珍贵的大运河历史文化遗存。
研究大运河洛阳段，保护、活化这些珍
贵的大运河文化遗产，发挥洛阳在大运
河文化经济带建设中的文化资源与技
术等优势，是大运河文化经济带建设中
不可或缺的部分，这对于深化、提升大
运河文化经济带建设的内涵和广度，具
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为此，他提出建议，一是要规划引

领。建议国家在编制《大运河文化保护
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中，统一隋唐大运
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文化带建设
实践；支持洛阳市建设隋唐洛阳城国家
历史文化公园。

二是要列入国家重大专项。将隋
唐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纳入国家“大运河
建设”的战略布局，在基础设施、产业布

局、文化交流、对外合作、重点投入等方
面给予支持，并将近期能够实施的重大
项目列入规划。

设立专项隋唐大运河遗产保护与
建设资金，做到专款专用，用于隋唐大
运河相关遗迹的保护、大运河文化的传
承及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是要加大考古与研究工作力

度。对洛阳隋唐大运河遗址进行系统
的考古发掘，如天津桥、漕渠、新潭、三
市等重点遗址，让洛阳隋唐大运河的遗
迹得到更多的保护与展示。做好洛阳
和隋唐大运河历史的研究工作，要积
极整合相关研究力量，建立隋唐大运
河研究机构；搜集隋唐大运河及相关
的历史遗存资料，开展学术研究，多出
研究成果。

四是要建设国家级隋唐大运河博
物馆。在立足运河遗址，彰显隋唐特
色、生态环保的基础上进行科学规划，
在洛阳规划建设隋唐大运河博物馆。
进一步强化隋唐大运河国家文化符号，
集合隋唐大运河文化资源优势，精选凸
显文化特色的标志内容，扩大隋唐大运
河在国内外的影响，真实展现隋唐大运
河的历史风貌和文化价值，增强国家、
民族和文化的认同感。

五是要构建隋唐大运河黄金旅游
带。构建隋唐大运河黄金旅游带，每年
在洛阳等地举办“大运河文化节”，还可
着力进行大运河旅游产品的设计、推
广，带动特色街和风情小镇发展，精心
设计、打造富有大运河特色的文化演艺
项目，加快形成大运河演艺市场，并进
一步与全国的大运河旅游区进行区域
合作，实现客源互送、资源共享等。

全国两会时间已正式开启，来自我市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带着
精心准备的议案和提案，认真履行作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责任。从今天起，
本报推出《全国两会上的洛阳声音》栏目，让我们走近这些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
政协委员，听听他们在全国两会上都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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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洛阳师范学院院长梁留科：

梁留科在会议现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