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 4日，宁夏摄影家协会主席李鹏就着熹微的晨光，在贺兰
山东麓寻找最佳的拍摄角度。从他所在的位置远眺，明长城三关
口段随地势起伏，千回百折，不见首尾。

2018年，李鹏策展的“朔地风骨——宁夏长城风光摄影作品
展”，是宁夏首次集中展现长城风貌的摄影展览。5年里，观众超
过12万人次。

去年 5月 18日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长城保护条例》正式实施
后的第二个“宁夏长城保护宣传日”，全区五市推出了长城主题摄
影展，长城保护意识深入人心。

“北至贺兰山，南至六盘山，长城的身影遍布宁夏各地，宁夏
被称为‘长城博物馆’。”自治区文物保护中心（岩画研究中心）主
任马建军介绍。

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工作，实施长城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
文旅融合、数字再现五大基础工程，有力助推宁夏文化和旅游高质量
发展。“如今，‘六朝长城’是‘宁夏二十一景’之一。”马建军说。

全国人大代表、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所长李保
平建议，加大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宁夏段）规划落实力度，加快推
进各重点区段主体功能区建设，推动建设保护规划落实、落细。
提升管控保护水平，加快实施长城保护修缮项目，完善长城保护
工作机制，加强长城文化系统研究，进一步挖掘历史文化价值和
时代内涵。此外，还应利用新媒体等宣传手段，全方位呈现宁夏
独特的长城文化资源特色，打造宁夏长城文旅品牌，加快推进长
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六朝长城 烽燧壕堑焕新姿
本报记者 朱立杨

黄河黑山峡观音崖烽火台。
本报通讯员 李鹏 摄

“我这恰好有一条有关长城保护的倡议，要从这张照片中的
人说起。”3月 4日上午，全国人大代表、承德博物馆副馆长韩莉，
指着手机中的一张照片，对记者娓娓道来。

照片的主角是有着近 50万粉丝的人气主播“长城老郭”，他真
名叫郭中兴，是承德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一个在金山
岭扎根 26年的“老长城人”。他利用业余时间开通短视频账号，带
着网友打卡长城的四季风光。

“万里长城，金山秀美，这里的长城像不像一条金色的巨龙？”
3月 2日，老郭一如往常登城直播时，一位上海网友留言：阳光下
的长城如此壮美，我不禁想到 40年前参与过“爱我中华 修我长
城”社会赞助活动，当时捐的钱虽然不多，但是感觉跟长城有了一份
真真切切的联系，想想还挺自豪。这个话题瞬间在直播间掀起热度，
全国各地网友纷纷讲出自己与那次活动以及长城保护的故事。

下播后老郭给韩莉打电话，询问能否把自己的倡议带到两会
上：今年恰逢“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发起 40周年，希
望可以再发起一场让全国的“城友”们都能参与的“长城之约”。

“我很理解老郭的激动和自豪，提起长城，我们每个人都有着
深厚的感情。”韩莉说，承德滦平有个摄影村叫花楼沟村，就在金
山岭长城景区的山脚下，村里爱拍长城的农民摄影师得有上千
人，村民们还开起了农家乐，这种方式让长城美景既有了“流量”
又有了“留量”。

“拍好长城美景、用好长城资源、讲好长城故事，不能忘记保
护好长城本体这个前提。”韩莉说，近年来，河北省打造了一支千
人长城保护员队伍，不仅有数十年如一日巡护长城的先进典型，
还出现了一批以科技巡护长城的“2.0版长城保护员”，实现了两
代长城保护员巡护长城的接力守望。

金山岭 期待又一场携手守望
河北日报记者 韩 莉

一张照片，定格下这样的瞬间——
白雪皑皑，北京居庸关长城银装素裹绵延于山脊之上。山脚

下，S2线列车迎面而来穿越雪海。
照片发布后，迅速登上热搜，不仅引发百万网友留言讨论，还

吸引许多人实地解锁乘 S2线“打卡”长城的游览路线。全国政协
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用“穿越时空的文明对话”命名这张照
片，认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和谐号与象征中华文明的长城，宛若
两条长龙，各美其美。

作为常年关注长城文化的学者，张颐武发现，越来越多人迷
上了长城摄影。同时，一大批专业和非专业的长城研究者，不断发掘
着长城文化的独特魅力，为讲好长城故事不断积累着新素材。

“让长城之美感染更多人的前提是做好长城保护。”张颐武
说，近年来，北京提出“中国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先行

区”和“服务首都及国家对外开放的文化金名片”的理念，并在长
城修缮过程中，探索着“最小干预、不改变文物现状”原则的极限，
从一般抢救性加固向研究性修缮修复转变，让“边修复边研究”成
为常态，不走样地展现出长城的历史风貌。

“长城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活化石，以其悠久的历史和伟大的
文化价值而享誉世界，本身就是大 IP。要让长城说话，向世界讲
好中国故事。”张颐武认为。

“不到长城非好汉”是响彻海内外的名句，但长城的旅游价值
却没有充分变现。“长城的价值还大有挖掘空间，打造体验式、沉
浸式文旅产品是重要着力点。”张颐武建议，在“活化”上做文章，
将丰富有趣的长城知识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注入文创产品，运用新
技术搭建云上平台，使得长城游览在文化遗产层面有“步移景异”
般的感受。

居庸关 古长城迎来新流量
北京日报记者 武红利

河北金山岭长城。 （河北日报供图）

北京箭扣长城。 （北京日报供图）

05
2024年3月10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吴少男 版式设计：何亚男

筑梦现代化 共绘新图景
——2024全国两会特别报道

1月 29日，嘉峪关丝路（长城）文化研究院文化遗产监测中心
工作人员高商，正在对柔远楼城台裂缝进行定期监测。戈壁上的
风很“硬气”，高商写字的手有点不听使唤：“当长城医生可不能偷
懒，‘定期查体’都要做得仔仔细细，这样才能及时‘防病治病’。”
同事在身后悄悄按下快门，高商浑然不觉。

甘肃是长城资源大省，境内现存长城总长度 3654千米，位居
全国第二。战国秦、汉、明三代长城的西端起点，均坐落于此。

“确实，推动长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做好保护永远
是第一位的。”看着眼前这张照片，全国人大代表，敦煌研究
院党委委员、保护研究部副部长汪万福感触颇深，“近年
来，为推动长城保护科技创新，甘肃下了大功夫，依托敦煌
研究院建立了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突破并掌握了很多土质长城保护关键技术，给长城保护提供了
技术底气。”

除了汪万福说到的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近年来，在甘肃省有关市州、县区，还有一大批长城保护
管理研究专业机构“应需而生”。

对长城保护而言，除了科技赋能，长城法规的建设完善同样
不能少。《甘肃长城保护总体规划》已编制完成，《甘肃省长城保护
条例》《玉门关遗址保护管理办法》等法规也相继出炉。

“我们一直把‘文化遗产人人可及’当成努力的方向。”汪万福
说。近几年，甘肃利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国际古迹遗址日等时
间节点广泛宣传长城价值，集中展示长城保护成果，让更多的人
意识到保护长城从自己做起。

陇上长城 新科技守护古文物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苏家英 何佳睿

“雁门关外野人家，不种桑榆不种麻。”这句在山西省忻州市
代县等地广为流传的民谣，描述的正是雁北地区曾经的荒凉与艰
辛。近年来，当地深入挖掘长城文化内涵，在“活化”传承中推动
文旅融合发展，曾经的“野人家”变成了幸福感满满的小康人家。

“这是我在老房子开的农家乐，生意还不错！”60多岁的王计
文是长城脚下雁门关村村民，他指给记者看的照片正是自己家的
农家乐。

这里曾因偏僻、贫穷、生活不便等原因而人烟稀少。近年来，
在雁门关形成了以军事防御体系历史遗存、遗址为主的边塞文
化、长城文化、关隘文化旅游区。借着景区发展的“东风”，雁门关
脚下的阜戈寨和雁门关村在过去的遗址上，复建了阜戈寨民俗文
化村，开设了仿古客栈、商号、手工作坊，建起了晋蒙会馆。如今，

当地越来越多的村民像王计文一样吃上“旅游饭”，古老的长城
“活”起来，雁门关不断“出圈”。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忻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国说：“作为万
里长城的重要节点，忻州境内长城横向跨越13县，纵贯历经12朝，总
长度达478.59千米。近年来，忻州市按照山西省委相关部署要求，全
力推动长城保护，推动文化旅游提档升级，取得成效令人瞩目。”

“长城是忻州的骄傲，是忻州的珍宝，也是忻州人的精神家
园，更是增强忻州文化魅力、提升全域旅游影响力的亮丽名片。”
李建国说，忻州市紧紧围绕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总体目标，编
制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忻州段）建设保护规划（2020—2030）》；依
托长城一号公路，打造长城文物、文化资源保护利用集聚区；推动
忻州长城博物馆（园）等项目建设。

雁门关 千年长城“活”起来
山西日报记者 陈俊琦

“看到照片里‘战国赵北长城’几个字我还是挺激动的。作
为年轻一辈的文物工作者，能为长城的保护传承做点事，挺
好！”3 月 4 日，内蒙古包头市石拐区文物管理所的“90 后”文物
与博物馆学硕士郭宝华打开相册，向记者讲起那件让他与同事
们颇为自豪的往事。去年，石拐赵北长城保护项目成功纳入国
家发改委“十四五”时期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项目库。未来
几年这里将建设赵北长城国家文化展示区项目，届时翦伯赞诗
中的“蓬蒿伴土墙”将以全新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让这段古
老长城重获新生。

如今，在大青山深处，固阳秦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已初具规
模。崭新的游客管理服务中心、宽敞开阔的生态停车场都在显示
着这里为迎接八方游客做的精心准备。

全国人大代表，包头市委副书记、市长张锐告诉记者，除战国
赵北长城、固阳秦长城，包头市还有汉外长城南北线、北魏六镇长
城南北线以及金界壕主线和漠南线，共 5个时代 8条长城，总长度
约720千米。

“我们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包头市长城保护条例》《关于
全力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的实施意见》等都为长城的保护提供了
有力的理论依托。”张锐说，一系列长城主题文化活动让人们蹚过
历史长河，重新读懂长城。

“要充分发挥文化与科技的‘化学反应’，数字化展示文物和
文化资源，以‘文旅 IP思维’实现线上线下协同发展，让长城文化
更好润泽群众生活。”张锐说，将不断探索和创新长城文化现代表
达方式，让古老文化瑰宝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

战国赵北长城 穿越古今雄风犹在
内蒙古日报记者 崔 楠 宋 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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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代县雁门关段长城。
（山西日报供图）

甘肃嘉峪关长城。 （甘肃日报供图）

内蒙古包头市固阳秦长城天盛成段。
（内蒙古日报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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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融古通今，雄风万里。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

在甘肃考察时强调，当今

世界，人们提起中国，就会

想起万里长城；提起中华

文 明 ，也 会 想 起 万 里 长

城。长城、长江、黄河等都

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

志。我们一定要重视历史

文化保护传承，保护好中华

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

2024 年 全 国 两 会 期

间，河北日报联合宁夏日

报、北京日报、山西日报、

内蒙古日报、甘肃日报等

多家长城沿线兄弟媒体，

定格长城精彩瞬间，推出

联动报道《望长城，一眼千

年》，与全国两会代表委员

共话各地长城保护传承利

用的新故事、新期待。

在这个春天里，古老

的长城穿越岁月长河绽放

出时代芳华，我们携手期

盼又一场跨越时空的长城

之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