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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大运河山东段地处大运河中枢区段，沿线地区与苏皖豫冀四

省交界，是贯通运河南北的重要河段，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之一和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是运河文化活态性、融合性的典型代

表，文化底蕴深厚，世界遗产众多，发展基础良好，在大运河文

化保护传承利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大

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的通知》《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的通知》

（鲁政办字〔2020〕44 号）、《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

修复专项规划的通知》（环综合〔2020〕37 号），按照大运河文

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省部际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要求，结合山东

省实际，特编制《大运河山东段核心监控区国土空间管控导则（试

行）》。主要目的是加强大运河核心监控区管控力度，构建更高品

质、更可持续的国土空间格局，高质量推动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

利用，展现“鲁风运河”风采，助推新时代山东现代化强省建设，

协同打造宣传中国形象、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亮丽

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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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

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牢牢把握“走在前列、全面

开创”的目标定位，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着力优化国

土空间布局，强化国土空间管控，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促进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切实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遗

产，助推新时代山东现代化强省建设，协同打造宣传中国形象、

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亮丽名片。

1.2 基本原则

（1）科学管控，保护优先。坚持将文化遗产保护作为大运

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首要任务，对核心监控区的土地用途、空

间形态和景观风貌进行严格控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

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最大程度保持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真实性、

完整性和延续性。

（2）创新发展，传承融合。挖掘大运河山东段优秀文化内

涵和自然要素特色，促进运河文化与儒家文化、泰山文化深度融

合，创新打造齐鲁文化高地，预留文化遗产展示空间和生态空间，

保护和发展传统风貌，坚持在保护基础上做好文化传承和生态永

续发展。

（3）因地制宜，合理利用。针对大运河山东段文化遗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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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源禀赋和当前建设现状，突出文化属性、生态建设和综合功

能，统筹考虑自然资源承载能力，强化准入管理，理性有序创新

开发，合理利用文化生态资源。

1.3 编制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大运河文化保

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的通知》

（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

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

（3）《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林

草局关于印发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专项规划的通知》（环综

合〔2020〕37 号）

（4）《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征求意见稿）》

（5）《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

制指南（试行）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46 号）

（6）《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大运河文化保

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的通知》（鲁政办字〔2020〕44 号）

（7）《大运河遗产山东段保护规划（2012-2030 年）》

1.4 主要目标

通过对大运河山东段核心监控区进行整体管控，统一国土空

间用途管控和生态修复，保障大运河核心监控区国土空间合理利

用、有序发展，实现大运河历史文化遗产和生态环境双重保护，

塑造优美运河景象，打造彰显齐鲁风采的大运河文化带。

1.5 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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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大运河文化带

划分为核心区、拓展区和辐射区。其中，核心区主要是指大运河

主河道流经的县（市、区）。大运河文化带的主轴和具备条件的

其他有水河段两岸河道管理范围外缘线向外扩展不小于 2000米

内的核心区范围划定为核心监控区。以具体的地形和地物（行政

区边界、自然山体边界、道路、建筑物及构筑物外围界线等）为

终止线。

原则上除城市建成区（含建制镇）
①
外，大运河具备条件的

有水河道两岸河道管理范围外缘线向外扩展 1000米范围为滨河

生态空间。对于自然条件良好、生态功能突出的河湖滨岸重点区

域，自然生态空间可不限于 1000米。有条件的重要支流可参照

划定。

本导则适用于大运河山东段核心监控区范围内的国土空间

管控，涉及大运河山东段全长 643公里，德州、聊城、泰安、济

宁和枣庄 5市 18个县（市、区）。

2 分区管制

2.1 分区划定

与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规划分区
②
相衔接，将大运河山东

段核心监控区国土空间分为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农田保护

区、城镇发展区、村庄建设区和一般农林发展区，分区实施国土

空间用途管制，各用途区范围与依法批准的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

①
建成区指实际已成片开发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设施基本具备的区域。

②
《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将规划分区分为一级规划分区和二级规划分区。一级规划分

区包括以下 7 类：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农田保护区，以及城镇发展区、乡村发展区、海洋发展区、

矿产能源发展区。在城镇发展区、乡村发展区、海洋发展区分别细分为二级规划分区，其中乡村发展区二

级规划分为包括以下 4 类：村庄建设区、一般农业区、林业发展区和牧业发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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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中的规划分区一致，不交叉、不重叠。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批复

前，依照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镇）总体规划等予以

管控。

强化文化遗产保护，划定文化遗产保护区作为特殊保护区域。

文化遗产保护区与其他各用途区重叠、交叉的部分，在满足文化

遗产保护要求的基础上，还应遵守相应用途区的管控要求。

生态保护区是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或生态敏感脆弱、必须

强制性严格保护的自然区域，其范围与依法批准的生态保护红线

一致。

生态控制区是生态保护红线外，需要予以保留原貌、强化生

态保育和生态建设、限制开发建设的区域。德州、聊城、泰安、

济宁和枣庄五市“三线一单”中划定的大运河沿岸一般生态空间

纳入生态控制区。

农田保护区是永久基本农田相对集中严格保护的区域。

城镇发展区是城镇开发边界围合的范围，是城镇集中开发建

设并可满足城镇生产、生活需要的区域。

村庄建设区是城镇发展区外，规划重点发展的村庄用地区域。

一般农林发展区是以农业、林业生产发展为主要利用功能导

向划定的区域，主要包括未纳入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农田

保护区、城镇发展区、村庄建设区的农林用地和零散分布的建设

用地。

文化遗产保护区作为特殊保护区域，包括世界文化遗产的遗

产区和缓冲区，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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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发掘文物遗存临时保护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

历史建筑和传统村落的保护范围。各类保护区域以文物部门区划

图或经批准的保护规划为准。

2.2 管控要求

2.1.1 总体要求

各用途分区要符合各级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要求，实行差异化

管制。在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建设，实行“详细规划+规划许可”

的管制方式；在城镇开发边界外的建设，按照主导用途分区，实

行“详细规划+规划许可”和“约束指标+分区准入”的管制方

式。对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重要水源地、文物等实

行特殊保护制度。核心监控区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滨河生态空间

采用正面清单管理。

2.1.2 生态保护区

生态保护区内的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

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现行法

律法规前提下，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

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③
，主要包括：零星的原住民在不扩大现

有建设用地和耕地规模前提下，修缮生产生活设施，保留生活必

需的少量种植、放牧、捕捞、养殖；因国家重大能源资源安全需

要开展的战略性能源资源勘查，公益性自然资源调查和地质勘查；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监测和执法包括水文水资源监测及涉水违法

③
本导则规定的“有限人为活动”，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

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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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查处等，灾害防治和应急抢险活动；经依法批准进行的非

破坏性科学研究观测、标本采集；经依法批准的考古调查发掘和

文物保护活动；不破坏生态功能的适度参观旅游和相关的必要公

共设施建设；必须且无法避让、符合县级以上国土空间规划的线

性基础设施建设、防洪和供水设施建设与运行维护；重要生态修

复工程。国家出台生态保护红线管控相关法律法规后，按其执行。

2.1.3 生态控制区

生态控制区原则上限制开发，建设项目选址应当优先避让生

态控制区，严控新增非公益建设用地。严禁开发未利用地，严禁

风电、光伏等建设项目占用河湖水域岸线。在不降低生态功能、

不破坏生态系统的前提下，可适度开展观光、旅游、科研、教育、

体育健身等活动。

滨河生态空间优先划入生态控制区加强保护，鼓励位于滨河

生态空间的生态控制区实施滨河防护林生态屏障工程；鼓励沿河

两岸集中连片植树造林，加强植被绿化，建设滨河绿道；鼓励建

设湿地公园、植物园、森林公园、郊野公园等。

2.1.4 农田保护区

农田保护区从严控制非农建设活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

自占用或改变用途，禁止种植苗木、草皮等用于绿化装饰以及其

他破坏耕作层的植物，严禁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严禁擅自占用

永久基本农田挖湖造景，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扩大自然保护地，

严禁违法违规批地用地，各地区不得通过擅自调整县乡国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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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规避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审批
④
。鼓励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和

土地整治活动，提高永久基本农田质量，发展高效农业。

滨河生态空间内永久基本农田应以种植大田作物为主，注重

与周边自然生态系统有机结合，发挥生态服务功能。

2.1.5 城镇发展区

充分考虑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优化城镇发展区的空间

布局。城镇发展区严禁新建扩建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工矿企业

等项目，严禁大规模新建扩建房地产、大型及特大型主题公园
⑤
等

开发项目。落实建设项目遗产影响评估制度，实行土地储备和开

发建设中的考古前置制度，妥善处理好开发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关

系。鼓励城镇发展区依托大运河水工遗存、附属遗存及相关遗存

等资源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展览馆、公园、非遗传承基地等公益

性项目，彰显运河文化特色。

限期拆除违规占压运河河道本体和岸线的建（构）筑物，加

强对涉废水排放工业企业的监控，推动不符合生态环境保护和相

关规划要求的已有项目和设施逐步搬离，原址进行合理利用或进

行合理绿化。沿运河的老城改造项目及沿运河两岸第一层视线范

围
⑥
内，按照高层

⑦
禁建区管理，落实限高、限密度的具体要求

⑧
，

④
农田保护区管控要求按照《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的通知》（自

然资规〔2019〕1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20〕24

号）等文件要求执行。

⑤
根据《关于规范主题公园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社会规〔2018〕400 号），主题公园是指以营利为

目的兴建的，占地、投资达到一定规模，实行封闭式管理，具有一个或多个特定文化旅游主题，为游客有

偿提供休闲体验、文化娱乐产品或服务的园区。总占地面积 2000 亩及以上或总投资 50 亿元及以上的，为

特大型主题公园；总占地面积 600 亩及以上、不足 2000 亩或总投资 15 亿元及以上、不足 50 亿元的，为大

型主题公园。

⑥
沿运河第一层视线范围指自运河同岸河堤外坡脚起始线为基点，垂直于运河河道岸线进深方向，视距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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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各类用地调整为大型工商业项目、商务办公项目、住宅商品

房、仓储物流设施等
⑨
用地，整体保护大运河沿线空间形态。

滨河生态空间严禁新增城镇集中建设区，严控新增非公益性

建设用地，有利于打造运河文化创意品牌、提升运河城市品质的

建设项目除外。

城镇发展区实施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和减量化战略，推进土地

节约集约利用，有序增加建设用地流量，严格执行各行业建设项

目用地标准，推进老城改造项目低效用地再开发。

2.1.6 村庄建设区

村庄建设必须严格执行村庄规划，鼓励开展国土空间综合整

治，全面推进闲置、低效用地整理，整治后的建设用地，优先用

于乡村公共公益设施、大运河文化传承、乡村振兴等相关项目。

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强化自然生态系统修复和改善，提升村庄生

态功能和服务价值。

2.1.7 一般农林发展区

一般农林发展区原则上限制开发，严控新增非公益建设用地，

米以内、视角 18 度以内视域的空间范围。

⑦
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修订版），高层建筑是指建筑高度大于 27m 的住宅建筑

和建筑高度大于 24m 的非单层厂房、仓库和其他民用建筑。

⑧
限高、限密度是指从传统历史风貌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及生态环境保护角度对建筑高度、建筑密度

所作的限制。限高、限密度的具体要求按照各地控制性详细规划、建筑高度分区规划、建设强度分区规划

等以及城乡规划技术管理规定的相关要求，在各地市管控细则中落实。

⑨
本导则提到的大型工商业项目、商务办公项目、住宅商品房、仓储物流设施等，其规模参照房屋建筑工

程规模划分标准，具体如下：（1）大型工业、民用与公共建筑工程，需满足以下标准之一：①建筑物层数

≥25层，②建筑物高度≥100米，③单跨跨度≥30米，④单体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2）大型住宅小区或建

筑群体工程，需满足建筑群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3）其他一般房屋建筑工程，需满足单项工程合同额

≥3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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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严禁违规占用耕地挖湖造景。开展农

用地整理，统筹低效林草地和园地整理。因地制宜，宜林则林，

宜农则农。鼓励种植优良树种，提高森林覆盖率；鼓励和支持生

态农业建设，发展创意农业、休闲农业和观光农业等。

滨河生态空间内一般农林发展区腾退的零散建设用地，实施

土地整治与生态修复，优先用于滨河防护林生态屏障工程。

2.1.8 文化遗产保护区

坚持原址保护不可移动文物，文化遗产保护区内禁止建设污

染文化遗产及其环境的设施，禁止进行可能影响文化遗产安全及

其环境的活动。对已有的污染文化遗产及其环境的设施，限期治

理。鼓励推进文化遗产合理保护、提升文化遗产展示水平、促进

文化遗产活态利用等相关活动。具体管控措施按照以下要求执行。

（一）世界文化遗产的管控要求按照各地市经依法批准的大

运河保护规划及管理规定等执行。

（二）文物保护单位的管控要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保护法》以及相关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等执行。新发现发掘文

物遗存临时保护区参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管理要求予以

保护。

（三）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和历史建筑的管控

要求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法规以及经依法

批准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等执行。

（四）传统村落的管控要求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 文化部

国家文物局 财政部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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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村〔2014〕61 号）等政策文件以及经依法批准的传统村落

保护规划等执行。

3 空间形态和风貌引导

沿大运河地区加强全域山水格局的空间形态引导和管控，突

出文化和生态优先，保护好古城格局、历史风貌，保护好各类历

史遗存。一体化打造大运河多维空间，优化城市空间形态格局，

合理布局城市公共空间，强化城乡空间立体性、平面协调性、风

貌整体性、文脉延续性等方面的规划和管控。

3.1 分段引导要求

空间形态和风貌要与遗产环境相协调，在遵守各地大运河遗

产保护规划等相关文件规定的前提下，突出地域文化特色。

德州段，尊重古运河原始自然风貌，挖掘漕运仓储文化，推

进漕运码头、仓储建筑群等重要文物及周边区域保护和修缮，打

造“河、仓、城、镇、村”交相辉映的景观风貌。

聊城段，突出挖掘运河时代商业文明，注重城镇、街巷、院

落场所精神和城市文脉的延续，重点打造大运河商业文明景观

风貌。

泰安段，推动运河文化与泰山文化融合发展，依托世界文化

遗产戴村坝、大清河，发挥国家级水情教育基地示范引领作用，

打造水工、漕运为特色的运河文化景观风貌。

济宁段，进一步打响 “孔孟之乡、运河之都”的文化品牌，

整合竹竿巷、广育堂、玉堂酱园、潘家大楼、太白楼、铁塔寺、

南阳镇、微山湖运河故道、夏镇等资源，打造“运河记忆”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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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道，塑造儒运融合交汇的文化景观风貌。

枣庄段，突出古城特色、红色文化、鲁南文化特色，依托“活

着的运河”打造沿运独有的运河文化景观风貌。

3.2 分区引导要求

核心监控区严格落实自然生态环境和传统历史风貌保护要

求，突出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与利用。

3.1.1 文化遗产保护区风貌引导

加强大运河物质文化遗产与周边环境风貌、文化生态的整体

性保护，兼顾合理利用需求。整体规划、保护或科学再现重要大

运河文化景观，全面展现沿线自然与人文、宜居与诗意相结合的

景观风貌。

重点控制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遗产区和缓冲区、大运河沿

线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等范围内的空间形

态与风貌。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工程建

设，其工程的形式、高度、体量、色彩应当与周边环境风貌保护

相协调。禁止不符合保护传承要求的项目建设。破坏或影响文物

保护单位历史风貌的建（构）筑物，应当逐步拆迁或改造。

应整体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和传统村落，

保持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不得改变与其相互依存的

自然景观和环境。

3.1.2 城镇发展区风貌引导

加强建筑高度、密度管控，沿运河第一层视线范围内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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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遵循滨水梯度原则，前低后高，渐次升高；非第一层视线范

围内的建设项目建筑整体高度应与周边大多数建筑平均高度相

协调。打造具有大运河特点、地方特色的建筑风貌，强化建筑色

彩控制，逐步改造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建（构）筑物。严格执行

各地方城乡管理技术规定中建筑退线管控要求。加强滨河空间驳

岸修缮改造管控，鼓励增设沿河绿地广场等滨河开敞空间，加强

植物配置管控。精致管理和维护沿河景观界面和具有文化意义的

景观视廊，形成高品质、各具特色的河流廊道和城乡肌理。

3.1.3 村庄建设区风貌引导

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彰显水生态文化独特魅力。注重城

乡风貌特色差异性，各地根据实际，对乡村地区提出建筑风貌和

高度控制等空间形态塑造和管控要求，体现田园风光、当地传统

民居特色。

对紧邻运河的村庄，应补充运河文化元素，维持古朴自然的

原真生态运河景观风貌。

3.1.4 其他分区风貌引导

按照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农田保护区、一般农林发

展区等用途分区相关保护要求进行景观风貌指引。

在保护运河现有资源和尊重历史文化环境的前提下，以农

田与自然郊野景观为主导，形成绿色生态走廊；维持大运河沿线

田园、山体、水网、植被等构成的优美天际线、山际线。所有建

设活动不得对山体、水源造成破坏和污染，不得改变与大运河相

关的河道、生态湿地、湖泊、丘陵山体、特色景观植被等背景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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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自然关联性。

4 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施国土绿化行动，

落实环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

入清单要求，加强生态空间管控，补齐生态环境短板。坚持山水

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优化运河沿线生态空间布局，加强绿色生态

长廊建设，推进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到 2025 年，

不符合规划和生态保护要求的建设项目得到有效控制，河湖水质

明显改善。到 2035 年，不符合生态环境保护和相关规划要求的

已有项目和设施全部搬离，绿色生态廊道全面建成，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充分发挥。

4.1 实施大运河沿岸国土绿化

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安排大运河沿岸造林绿化用地。坚

持宜林则林、宜草则草，以乡土树种、草种为主，科学开展国土

绿化，积极恢复林草植被。对大运河沿岸现有防护林带树种单一、

林相老化、遭受严重病虫害和景观较差区域进行有针对性的建设

和修复，优化林分结构、林龄结构和树种结构，提升森林质量和

生态功能。持续开展森林城市、森林乡镇、森林村居创建活动，

巩固提升枣庄、济宁、泰安、聊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成果；到

2025 年，力争在运河沿岸枣庄、济宁、泰安、聊城、德州 5 市

每年创建山东省森林乡镇 12 个、山东省森林村居 120 个。

4.2 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统筹低效林草地和园地整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现有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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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质改造，增加耕地数量，提高耕地质量，优化耕地布局。推进

农村宅基地、工矿废弃地以及其他低效闲置用地整治，优化农村

建设用地结构布局，提升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效益和集约化水平。

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优化调整生态用地布局，保护和恢复乡

村生态功能。

4.3 加强重点区域矿山生态修复

按照“生态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 结合

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地区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工作，

开展济宁市嘉祥县马集镇，泰安市环东平湖仙子岭、青龙山、大

山顶、琵琶山、银山、铁山、马山、凤凰山、金山等重点区域矿

山生态修复项目。实施济宁市沿运河区域采煤塌陷地治理。实现

生产矿山边生产边治理动态修复。

4.4 加强生态空间修复

积极实施水土流失治理、水污染防治，强化城乡综合整治，

重点优化大运河文物周边环境。保护与大运河山东段密切相关的

山形水系、古树名木、现状植被等环境要素以及野生动植物及栖

息环境，结合保护和展示需求对局部环境进行重点治理。对不利

于本体保存、破坏遗址景观和谐的建筑物和构筑物进行迁移、改

造。推进流域水生态修复、加强污染防治、合理规划岸线使用，

因地制宜规划建设滨水绿地、岸线绿道、城市公园等，构建环境

优美、生态良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开展枣庄台儿

庄运河湿地公园、滕州滨湖国家湿地公园、济宁老运河任城区安

居湿地、泰安东平湖滨湖湿地、稻屯洼湿地等重要生态空间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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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和修复。

5 实施保障

5.1 加强组织领导

坚持和加强党对大运河保护工作的领导，各级要高度重视，

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省发

展改革、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

农业农村、文化和旅游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加强统筹协调、

监督落实，形成推进合力。

5.2 落实主体责任

沿运各市落实主体责任，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明确工作路

径，细化工作步骤，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依据本《导则》

制定管控细则，经市人民政府审批后实施。大运河核心监控区管

控措施要纳入各级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落实到详细规划，

实现自上而下刚性传导。

5.3 建立“一事一议”联审制度

大运河核心监控区涉及的各市、县（市、区）政府应建立“一

事一议”联审制度，并在管控细则中明确具体联审事项、程序、

方式及内容。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项目或重大问题可启

动“一事一议”联审程序。

5.4 做好宣传引导

搭建宣传展示平台，拓展大运河宣传推广渠道，积极开展大

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宣传推广。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鼓励先行先试、开拓创新，及时总结宣传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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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经验、好做法，注重培育新亮点，强化典型示范引领。加大规

划宣传和解读力度，凝聚民心、汇集各方力量，创新社会参与机

制，营造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良好氛围，形成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的强大合力。

5.5 强化督导评估工作

沿运各市要健全督导工作机制，强化工作责任与监督检查，

定期开展自查，对土地利用、风貌塑造等方面的重大事项和重大

问题进行跟踪评估，对重点事项进行专项督导，及时反映重大进

展、重大问题和意见建议。

6 附则

本导则由省自然资源厅负责解释。

大运河山东段核心监控区国土空间用途管控在符合本导则

要求的同时，还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等要求。

本导则自发布之日起试行，有效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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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Ⅰ

大运河山东段规划分区

辐射区 拓展区 核心区

山东省

德州市 德城区、武城县、夏津县

聊城市 临清市、茌平区、东昌府区、阳谷县

泰安市 东平县

济宁市 梁山县、汶上县、任城区、嘉祥县、鱼台县、微山县

枣庄市 滕州市、薛城区、峄城区、台儿庄区

（依据：《山东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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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Ⅱ

大运河山东段核心监控区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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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Ⅲ

大运河山东段核心监控区分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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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Ⅳ

大运河山东段世界文化遗产构成

河段
序

号
遗产要素

遗产要素类型

大类 小类 子类

南运

河段
1 南运河德州段

水利水运工程

（水工）遗产

运河水

工设施
河道遗存

会通

河段

2 （临清）元运河
水利水运工程

（水工）遗产

运河水

工设施
河道遗存

3 （临清）小运河
水利水运工程

（水工）遗产

运河水

工设施
河道遗存

4 会通河阳谷段
水利水运工程

（水工）遗产

运河水

工设施
河道遗存

5 小汶河
水利水运工程

（水工）遗产

运河水

工设施
河道遗存

6
会通河南旺枢纽

段

水利水运工程

（水工）遗产

运河水

工设施
河道遗存

7 会通河微山段
水利水运工程

（水工）遗产

运河水

工设施
河道遗存

8

阳谷古闸群（荆门

上闸、荆门下闸、

阿城上闸、阿城下

闸）

废弃水利水运工程（水

工）遗产

运河水

工设施
水工设施

9 戴村坝
在用水利水运工程（水

工）遗产

运河水

工设施
水工设施

10 徐建口斗门
水利水运工程

（水工）遗产遗址

运河水

工设施
水工设施

11 邢通斗门
水利水运工程

（水工）遗产遗址

运河水

工设施
水工设施

12 十里闸 废弃水利水运工程（水 运河水 水工设施



- 21 -

河段
序

号
遗产要素

遗产要素类型

大类 小类 子类

工）遗产 工设施

13 柳林闸
废弃水利水运工程（水

工）遗产

运河水

工设施
水工设施

14 寺前铺闸
废弃水利水运工程（水

工）遗产

运河水

工设施
水工设施

15 南旺枢纽 （包括多处遗产点） -

16 运河砖砌河堤
水利水运工程

（水工）遗产遗址

运河水

工设施
水工设施

17 利建闸
水利水运工程

（水工）遗产遗址

运河水

工设施
水工设施

18 临清运河钞关
废弃水利水运工程（水

工）遗产

运河水

工设施

运河附属

遗存

19
南旺分水龙王庙

遗址
运河相关遗存 古建筑 -

中河

段
20 中河台儿庄段

水利水运工程

（水工）遗产

运河水

工设施
河道遗存



- 22 -

附录Ⅴ

大运河山东段沿线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名录

大运河山东段沿线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一览表

地市 数量 名称

济宁市 2 曲阜市、邹城市

聊城市 1 聊城市

泰安市 1 泰安市

合计 4 -

大运河山东段沿线省历史文化名城一览表

地市 数量 名称

济宁市 1 济宁市

聊城市 1 临清市

枣庄市 2 枣庄市、滕州市

合计 4 -

大运河山东段沿线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一览表

地市 数量
县(市/

区)
数量 名称

泰安市 1 岱岳区 1 大汶口镇

济宁市 1 微山县 1 南阳镇

合计 2 - 2 -

大运河山东段沿线山东省历史文化名镇一览表

地市 数量 县(市/区) 数量 名称

济宁市 5
泗水县 1 泉林镇

微山县 1 南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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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山东段沿线山东省历史文化名镇一览表

地市 数量 县(市/区) 数量 名称

曲阜市 1 尼山镇

邹城市 2 看庄镇、香城镇

枣庄市 7

滕州市 3 官桥镇、姜屯镇、大坞镇

薛城区 1 邹坞镇

山亭区 3 西集镇、北庄镇、冯卯镇

聊城市 3

阳谷县 1 阿城镇

莘县 1 朝城镇

高唐县 1 清平镇

泰安市 2
岱岳区 1 大汶口镇

东平县 1 银山镇

合计 17 - 17 -

大运河山东段沿线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一览表

地市 数量 县(市/区) 数量 名称

济宁市 1 邹城市 1 石墙镇上九山村

合计 1 - 1 -

大运河山东段沿线山东省历史文化名村一览表

地市 数量 县(市/区) 数量 名称

泰安市 6
东平县 4

老湖镇梁林村、银山镇西腊山村、银山

镇东腊山村、银山镇南堂子村

肥城市 2 孙伯镇南栾村、孙伯镇大石桥村

济宁市 8

曲阜市 2
小雪街道办事处东凫村、尼山镇夫子洞

村

邹城市 2 石墙镇上九山村、香城镇西徐桃园村

嘉祥县 3
卧龙山街道双凤村、纸坊镇武翟山村、

马村镇李楼村

梁山县 1 水泊街道前集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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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 1 山亭区 1 冯卯镇水山村

聊城市 1 莘县 1 大张家镇红庙村

合计 16 - 16 -

大运河山东段沿线历史文化街区一览表

地市 数量 县(市/区) 数量 名称

枣庄

市
2

台儿庄区 1 台儿庄古城历史文化街区

滕州市 1 书院街历史文化街区

济宁

市
3

任城区 2
铁塔寺及太白楼历史文化街区、竹竿巷

历史文化街区

曲阜市 1 明故城历史文化街区

泰安

市
1 泰山区 1 红门路-岱庙-通天街历史文化街区

聊城

市
3

东昌府区 2
米市街历史文化街区、大小礼拜寺街历

史文化街区

临清市 1 中洲运河历史文化街区

合计 9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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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Ⅵ

大运河山东段滨河生态空间建设项目正面清单

大运河山东段滨河生态空间严控新增非公益建设用地，实行

建设项目正面清单管理，清单以外项目不得批准。正面清单具体

情形如下：

（一）军事、国防和外交需要用地的；

（二）必要的文物保护、管理、展示设施用地；

（三）符合大运河相关管控要求及其他有利于大运河遗产保

护和文化传承的建设项目的配套工程等需要用地的；

（四）县级以上政府同意或批准的能源、交通、水利、通信、

邮政等基础设施以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生态环境

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社区综合服务、社会福利、

优抚安置、英烈保护等公共事业需要用地的；

（五）省政府同意新增建设用地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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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Ⅶ

大运河山东段核心监控区建设项目负面清单

大运河山东段核心监控区实行建设项目负面清单管理，清单

内项目不得批准。负面清单具体情形如下：

（一）《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版）》明确的淘汰

类项目、《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9年版）》禁止准入类事项、《自

然资源开发利用准入负面清单（2020 年本）》（征求意见稿）禁

止准入类项目以及不符合“三线一单”中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要求

的项目；

（二）大规模的新建扩建房地产项目，大型及特大型主题公

园等开发项目；

（三）高风险、高污染、高耗水产业和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

的工矿企业；

（四）除三产融合以外的工业项目以及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

定位的建设项目和开发活动；

（五）对大运河沿线生态环境可能产生较大影响或景观破坏

的各类建设项目；

（六）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其他禁止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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