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阳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共有 3 处丝路申遗
点。为助力丝绸之路申遗，从去年6月起，洛阳日报报业
集团联合河南省自驾游协会、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市文
物管理局等单位，共同策划组织了“牡丹使者”重走丝绸
之路活动。

经过精心准备，洛报集团以《洛阳晚报》为主阵地，记
者全程随队采访，全方位详细报道这次活动。《洛阳日报》

《洛阳商报》《洛阳广播电视报》《洛阳手机报》和洛阳网、河
图网等也开设专栏进行报道。

2013年8月11日，重走丝绸之路活动在汉魏洛阳城举
行盛大启动仪式；8月19日，“牡丹使者”西出嘉峪关；9月5
日上午，“牡丹使者”凯旋，重走丝绸之路采风团入城仪式在
定鼎门遗址博物馆前举行。

历时20多天，由知名文化学者、历史专家、普通市民
和特派记者等组成的“牡丹使者”重走丝绸之路采风团，
挥别汉函谷关，出嘉峪关，穿越罗布泊，探访楼兰古城，
历尽艰辛，走访了丝绸之路中国段沿途所有申遗点。

采风团每到一地，均引起轰动。《张掖日报》《哈密日
报》《新疆日报》《新疆都市报》《乌鲁木齐晚报》等均对此
次活动进行了报道；新浪、网易、搜狐、凤凰网等国内大
型网站也都持续关注和报道；新华社播发通稿，对此次
活动进行图文并茂的报道。

丝绸之路，曾是一条商贸之路、文化交流之路，现在
更是一条继往开来之路。 本报记者 郭宁康

洛报“牡丹使者”
助力丝路申遗

昨晚，洛阳丝绸之路与大运河研究会部分成员和洛阳丝绸之路与大运河爱心志
愿者欢聚一堂，庆祝“双申遗”成功。当日，我市社会各界举办了各种庆祝活动。

记者 陈占举 实习生 张家麒 摄

洛阳 ，一路这样走过
大运河申遗大事记

2006年3月
58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向全国政协十届四次

会议呼吁适时启动“京杭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工作。5月，国家文物局重设《中国世界文化遗产
名单》，将“京杭大运河”正式更名为“中国大运河”，
隋唐大运河正式列入大运河申遗工程。大运河洛
阳段申遗工作正式启动。

2007年6月
在国务院部署下，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省部际会

商小组成立，河南省政府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中
国大运河”联合申遗工作正式启动。

2009年10月
完成洛阳境内与运河有关古遗迹的普查登记。

2010年9月18日
申遗预备名单遴选专家组来洛对含嘉仓遗址、

回洛仓遗址等进行实地考察。

2011年3月29日
《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获批，含嘉

仓遗址和回洛仓遗址被确定为“立即列入项目”，通济
渠—洛河隋唐洛阳城段被确定为“后续列入项目”。

2012年9月
洛阳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洛阳市大运河

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并以市长令的形式对外公布。

2013年1月底
中国政府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中心提交《中国大运河》申遗文本。

2013年9月19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咨询机

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委派姜东辰先生对
含嘉仓 160 号仓窖遗址和回洛仓遗址进行现场考
察评估。

2014年6月22日
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洛阳 2 处遗址点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丝绸之路申遗大事记

2006年8月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的倡导

下，中国和中亚5个国家共同启动丝绸之路跨国系
列申遗工作。

2006年8月1日至5日
“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国际协调会”在

新疆吐鲁番召开。会议明确丝绸之路中国段始于
公元前后的中国汉代东西两京（洛阳、长安），止于清
代末期。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进入实质性阶段。

2007年9月
国家文物局确定了丝绸之路跨国申遗中国遗

产点推荐名单，洛阳作为丝绸之路重要组成部分
的历史地位得到明确。

2011年12月27日
丝绸之路跨国系列申遗协商会在新疆乌鲁木

齐市召开，会议明确了3国跨国系列申遗的项目名
称为“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

2013年1月7日
洛阳市人民政府公布实施了《汉魏洛阳城遗

址管理规划》《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管理规划》
和《新安汉函谷关遗址管理规划》。

2013年3月4日
国家文物局公布丝绸之路跨国申遗项目遗产

点名单。中国有22处遗产点，汉魏洛阳城遗址、隋
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新安汉函谷关遗址等3处遗
产点列入其中。

2013年10月11日至14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咨询机

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委派日本著名考古
学家山内和也对丝绸之路（洛阳段）3 处遗产点
进行现场考察评估。

2014年6月22日
丝绸之路申遗成功，洛阳3处遗址点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
本报记者 常书香 整理

“双申遗”成功：庆贺与期待

昨日下午，在老城区丽景门翁城内，来自我市文艺界、企业界、高校的人士以及部分
热心市民聚集在一起，庆祝中国大运河与丝绸之路“双申遗”成功。大家对洛阳将在经
济、文化、旅游等方面迎来新的发展契机表示期待。 记者 鲁博 摄

本报讯（记者 常书香 孙小蕊）昨日，备受关注的
中国大运河和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举国欢
腾。作为全国唯一的“双申遗”城市，此次我市5处遗址
点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专家、学者、市民在为之点赞的
同时，纷纷建言洛阳以“双申遗”成功为契机，保护好、利
用好世界遗产，为建设中原经济区文化示范区做出应有
贡献。

祝贺 市民借“朋友圈”表达喜悦之情

“成功啦！成功啦！”昨日下午3时49分，在新安县
汉函谷关遗址保护管理所内，新安县文物局副局长王欣
和汉函谷关保管所所长王洪超等人相拥而泣。经过 3
天的漫长等待，丝绸之路申遗成功的消息终于传来。

昨日下午，大运河和丝绸之路“双申遗”成功的消
息一经传出，市民争相传达，难掩喜悦之情。许多市民
通过微博、微信、网络论坛等方式，传递“双申遗”成功
的好消息。

昨晚，关注支持“双申遗”工作的热心市民相约老城
区丽景门，一同庆祝申遗成功。

“作为土生土长洛阳人，申遗成功，我很自豪，这几
天一直关注着申遗结果呢。”洛龙区市民张薇说，昨日下
午，通过网络得知申遗成功后，她第一时间通过微信、微
博转发到朋友圈，希望和更多的朋友分享这份荣耀，不
到半小时，就有20多位好友为洛阳点赞。

一位外地游客给洛阳的朋友打电话说：“祝贺祝
贺！今年有必要去一趟洛阳了”。

建言“用好”文化遗产 给力文化示
范区建设

“这几天，我一直关注着丝绸之路和大运河的申遗
情况，这次‘双申遗’成功，洛阳实至名归。”昨日下午，
洛阳丝绸之路、大运河研究会会长徐金星教授接受采
访时说，洛阳是古代国际交通的大动脉、丝绸之路的东
方起点，洛阳对丝绸之路的形成、对大运河的开通发展

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为确保申遗成功，市委、市政府和
市相关部门、全市人民为宣传丝路文化，加强丝绸之路
沿线城市、大运河沿岸各地的联系和交流，宣传洛阳申
遗点，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申遗成功，是洛阳全市人民的大喜事，将对世界进
一步了解洛阳，认识洛阳，加强洛阳和丝绸之路沿线、大
运河沿岸的经济文化交流，发展洛阳旅游事业产生积极
影响。”徐金星说。

瀍河回族区市民周慧表示，“双申遗”成功后，洛阳
又多了靓丽的新名片。她希望我市能以申遗成功为契
机，吸引更多的市民参与到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队伍
中来。

洛阳师范学院商学院院长刘玉来认为，“双申遗”
成功，对洛阳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个极大的利好消息，
希望洛阳借助这次机遇，高瞻远瞩，从大局出发谋划，
加强与丝绸之路沿线、大运河沿岸城市的交流与合
作，合理开发历史文化资源，助力中原经济区文化示
范区建设。

申遗成功引发全市各界强烈反响——

以“双申遗”成功为契机
加快文化示范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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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申遗双申遗””

演员在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博物馆开馆仪式上
表演（2009年10月30日摄） （新华社发）

2013年9月，在洛阳市首阳山镇洛河滩里，暴雨冲
出的水沟内发现一艘深埋地面4米以下的木质古船。
根据史料记载，这艘沉船所处的位置，正是隋唐大运
河漕渠的故道 （新华社发）

洛阳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内景 记者 鲁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