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步知公考·申论花木君（微信公众号：申论花木君）

花木君提醒：申论其实就是让阅卷老师觉得你能把采分点清晰的展示在 TA 眼前

题目：

资料 6是某晚报拟刊登的一篇新闻报道。围绕这篇报道，以“城市与运河和谐相处”

为主题写一则短评，与该报道一同在晚报刊发。(30 分)

要求：(1)题目自拟，观点鲜明;(2)论述深刻，结构完整;(3)字数不超过 500 字。

材料：

材料 6

运河兴，则城市兴。大运河流域居住着中国近八分之一的人口，大运河一直在滋养着两

岸城市走向未来，而两岸的城市也在不断思考和探索着如何与身边的大运河和谐相处。

近年来，扬州对大运河环境的综合整治陆续展开，搬迁棚户、疏浚河道、整修堤岸，大

运河逐渐重现当年的清水碧波。由于运输功能转到了城外的新河道，大运河上已无当年舟楫

纵横的繁忙景象，但游船点点，碧波涟涟，“运河之城”的水韵气质依然令人流连。扬州市

还启动了以运河保护为重点的“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在沿河的邵伯湖等湖泊实施退渔还

湖、退养还湖工程，总计还湖面积达到 15万亩。

在山东枣庄，大运河船舶污染治理正在大力推进，船舶按照要求加装污油、污水收集设

备，运河沿线码头配套建设污油、污水回收处理装置，海事部门加大对来往船只的监督检查，

船民的环保意识也不断增强。对此，船户小苑说：“我们这两套收集设备的改造，得到了 1

万多元政府补贴。政府这么大力度抓环保，再向大运河里乱排乱倒可真是太不像话了。”

地处鲁南的台儿庄古城，利用保存完好的古河道、古码头等水工遗存以及水街水巷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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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理，重建北方水城，走文化旅游业发展之路。如今，“一河渔火，十里歌声，夜不罢市”

的昔日繁华已在这座曾经的大运河水旱大码头上重现端倪。古城周围民宿已发展到 1.5 万个

床位，2018 年迎来游客 600 万人次。

“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枝塔影认通州。”高高矗立的燃灯佛舍利塔，曾见证北京通州

当年舟楫往来的繁盛景象，如今与毗邻的 3座庙宇一起正被打造为运河文化景区;同时，京

杭大运河通州至天津段也将很快再次通航，北运河水上观光旅游有望成为一道崭新的风景。

自古就有“居天下之中，扼漕运之神”美誉的江苏省淮安市，近年来大力推进中国漕运

博物馆、清江浦记忆馆、皇家敕建名人馆等运河文化博物馆群建设。通过制作清口水利枢纽、

洪泽湖大堤 3D动漫，实施惠济祠沙盘复原等系列解读工程，为广大市民和中外游客了解运

河历史、感受运河文化搭建平台。此外，该市还积极挖据整理大运河史料，组织编写了《里

运河名胜》《淮安运河故事》《运河文化研究论文集》等系列丛书。

在浙江杭州，大运河拱宸桥畔的桥西历史文化街区已成为中外游客的必游之地，产城融

合的沿大运河景观带年接待规模达 1200 万人次，大运河已成为继西湖、西溪之后杭州又一

张闪亮的旅游金名片。城南的大运河与钱塘江交汇处，江河汇流区应运而生，一座近百万平

方米的江河汇综合体正在崛起，大运河和钱塘江正“手挽手”助力杭州“拥江发展”。

出于对大运河文化的热爱，杭州诗人小舒于2012年9月发起了首届大运河国际诗歌节，

倡导通过诗歌去保护、宣传和传承大运河文化。诗歌节至今已连续举办了 6届，吸引了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 多位诗人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其中，汇成了一股保护传承大运河文化

基因的民间力量。小舒说：“大运河一定是一条审美的河，举办诗歌节，就是希望为她提供

更多的文化符号，让她真正成为诗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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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X 大 题 ：

（100 字）

（200 字）

（300 字）

（400 字）

（500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