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海关城北 3 公里处，角山长城连绵起伏，十分壮美。

在 长 城 脚 下 ，长 城 国 家 文 化 公 园 河 北 段“ 一 号 工

程”——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暂定名）项目主体结构

已实现封顶，目前正加紧建设。这一项目给当地文旅产

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近年来，河北秦皇岛市山海关

区积极打造“长城人家”特色文化主题村落，实现“一村一

品”“一村一貌”。

距离项目大约 1 公里，是孟姜镇北营子村。走进村里，

白墙灰瓦的民居整齐排列，干净平整的水泥路延伸到房前

屋后，别致的中国结路灯装点着村民红红火火的日子。

北营子村南接山海关古城，北连角山长城，是通往

角山长城景区的必经村落，原为山海关“一体两翼、前拱

后卫”军事城防体系中的北翼城。村党支部书记李成锁

说：“我们村拥有明长城、古城门、关帝庙、战备地道、大

礼堂等各历史时期的遗址、遗存，为发展乡村旅游提供

了丰富的文化资源。”

近年来，村里借助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东风”，

深入挖掘本村历史文化资源，积极发展乡村旅游和特色

农业，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北营子村内，新建成的满族风情大院很打眼。铜钉

木门古色古香，大堂内还展出具有民族风情的火锅、食

盒、点心模具和虎头鞋、吊床、座钟等老物件，游人既可以

在此参观，还可以品尝特色美食。

如何吸引并留住游客，获得长城文化旅游发展的红

利，是北营子村需要破解的课题。“我们要借旅游的力，就

要想办法让游客在村里留下来。”李成锁说，要进一步发

展特色餐饮、特色民宿，让地方文化“活”起来，才能不断

增强对游客的吸引力。

近年来，北营子村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村容村貌

焕然一新。村里还成立了合作社，与文旅开发公司签订

资产租赁协议，把闲置的民居改造成精品民宿，铺就旅游

发展“快速路”。

“村里还有地下隧道和老礼堂等历史建筑，我们要逐

步整理开发，丰富长城旅游内容，打造集长城文化展示、

满族风情体验和生态旅游观光于一体的特色乡村游，促

进全村经济发展，带动村民致富。”李成锁说。

临近晌午，村民栗玉芳从自家樱桃大棚里干完活回

家。“山海关大樱桃的名气越来越大，我们村发展旅游，

采摘樱桃的游客会越来越多，大伙儿都感觉种樱桃的前

景很好。”栗玉芳说，近两年，村里原来坑洼泥泞的田间

作业路全部变成平坦的水泥路，既方便村民种地，又为

游客采摘提供了便利条件。以前村民大多搞大田种植，

现在一些村民开始搭建大棚，发展错季樱桃种植，获取

更高收益。

说起村里的变化，村民熊长艳打心里感到美：“大家

的日子蒸蒸日上，家家户户都拾掇得干净舒适，还有游客

来村里租房住呢！”

“我们将在农产品品牌打造、产品包装以及旅游衍生

品开发上下功夫，开展观光采摘体验游，一边发展乡村游

吸引游客，一边发展特色种植，打造农村美、农业强、农民

富的美丽乡村。”李成锁说。目前，村民人均年收入已达

到 2 万多元，北营子村成为长城沿线名副其实的小康村。

河北秦皇岛北营子村

发展旅游产业 建设美丽乡村
本报记者 张腾扬

从北京德胜门出发，随着京藏高速两侧的高楼逐渐

远去，盎然绿意把视线遮挡起来。在居庸关，汽车进入关

沟古道。群山掩映之中，延庆区八达岭镇已在眼前：水关

长城、八达岭长城依次浮现。长城蜿蜒起伏，墩台雄伟壮

观，时远时近，或卷或舒……

行程两小时，一面“石峡关峪”的石刻迎面而来，石

峡村到了。石峡村位于八达岭镇西南部、石峡关长城脚

下，由三面长城环抱。“村域内长城约有 8 公里，墩台 11
座，文物抢险和保护修缮一直在分批次进行，长城保存

状况较好，罗锅城、鸳鸯楼等很有特色。”延庆区博物馆

副馆长于海宽介绍。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不仅需要保护好长城本

身，还要传承好长城文化，长城沿线的村落、民俗等也是

长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石峡段长城作为八达岭段长

城的一部分，地势险要、保存完整，整个村落比较古朴、特

色鲜明，为体验长城文化、打造长城品牌提供了优质资

源。”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满利说，“活化资源，

让长城文化可观、可感、可用，激发了我们建设石峡长城

文化村的想法。”

行走石峡村，抬头可见长城高耸、青山苍翠，眼前古

村风貌犹存，还有遍布街巷两侧的长城主题小品、摄影

展、文化墙……长城文化融入小村的方方面面。

石峡村流传着很多长城的民间传说故事。“2008 年，

八达岭长城传说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目前已搜集 200 多个长城民间故事，出版的相关书籍

摆放在村里的民宿、村史馆等地，拍摄的动画、视频等也

在石峡村滚动播放。”延庆区博物馆遗产部负责人马慧杰

说，“我们还在策划拍摄‘见长城实景，讲长城故事’的视

频，让游客能边看长城边听故事，历史文化从而不断为旅

游赋能。”

村里的长城历史文化长廊讲述着别样的长城故事

——长城沿线各地的优秀摄影作品、石峡村特色的长城

照片和介绍、长城的建筑特色、各历史时期的长城特色等

丰富内容，不但有知识、有趣味，而且美观大方，增添了村

子的艺术范儿。

“我们的村史与长城文化源远流长，在村史馆内可以

直观感受。”石峡村党支部委员董忠林说。

顺着路标，脚踩石路，便来到了村史馆。丰富多样的

展品简要梳理了全村长城的历史沿革，长城主题的剪纸、

羽毛画等非遗作品古色古香，节假日还有长城文化体验

课程。

来石峡村休闲度假，登山是很多人的期待。“我们修

建了 3 条登山步道，一共 5 公里左右。游客可以登高观赏

长城，俯瞰群山。但是为了文物保护，切不能登上长城！”

董忠林说，“全村一共有 6 名长城保护员，每天进行长城巡

查，维护长城周边环境，引导游客文明旅游。”

夜宿石峡，“石光长城”民宿是不错的选择。

落 地 窗 、阳 光 房 、农 家 小 院 ，远 观 长 城 、夜 览 繁 星

……“石光长城”民宿的 10 多个院子、30 多间房在节假日

几乎天天爆满。“居住其中，感觉既古朴又时尚，还很舒

适。”北京市民李可佳与家人慕名而来，“希望深入感受

长城文化。”

让人眼前一亮的不只是设计感十足的民宿，咖啡馆、

露天电影院、图书馆也别有韵味。长城文化图书馆是个

二层小楼，四面都是落地窗。阅读时小憩，可远眺群山、

长城，或者点杯咖啡，静享古村慢时光。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不仅是文物的保护和长城

景区的提质升级，更多的是文物文化遗产的有机融合，人

们生产生活与长城遗产的共生。通过我们的不懈探索与

努力，现在人们来到石峡村，不仅能观赏长城、听长城故

事、体验长城文化，还能获得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刘满

利说，“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发力探索长城文化村建设的

途径与模式，使石峡村成为长城文化的优良载体和传播

平台，让更多人把美好的长城记忆带回家。”

北京延庆石峡村

古老长城“活”起来 美好记忆带回家
本报记者 郑海鸥

古长城在李二口分为两道。一道沿着阴山山脉，向

北攀升而上，走势蜿蜒，墩台烽堠相望。另一道则是东西

向长城，与北向的长城同收眼底。向南数百米，一座座古

朴的青砖灰瓦的建筑铺排开来，这里就是山西大同市天

镇县李二口村。

历史上，李二口地处战略要塞，明长城曾在这里改

线，留下的遗迹造就了著名的“错长城”。近些年来，李二

口村把长城元素与古村落文化有机融合，打造民俗文化

村，边塞小村从此成了远近闻名的景点，面貌焕然一新。

78 岁的村民雷进林，从山腰搬下来住在新居已经 3 年

了。他精神矍铄，笑着说：“我们这空气好、水源好、风景

好，心情自然好，长寿！”小院里瓜果挂墙，绿意盎然。

“现在，拧开龙头就有水，不用再费力去挑水了，日子

越来越好喽！”与雷进林一样，大多村民世代居住在此，但

种庄稼是看天吃饭，收入来源单一，长期面临着人去地荒

的问题。不少人在山腰居住，生活与出行都很不便，人居

环境改造也面临困难。

2019 年，李二口村实施易地搬迁，70 户村民从山腰搬

迁到山脚下的新区，住上独家小院，通上自来水，污水管

网也入了户，家家都有了电暖器。

接着，新修建的长城旅游公路通到村口，李二口村逐

渐成为山西省长城旅游的特色景点。走上了依托旅游资

源脱贫致富的发展道路，村里一年一个变化。

街道干净整洁，太阳能路灯、鲜花绿草映入眼帘，在

凉亭小憩，不时能听到从村中潺潺流过的山泉溪水声。

雷进林时常会在村里走走看看。不一会儿，雷进林来到

了“大姑娘家农家乐”门口，不少乡亲在这儿聊天，不时传

来欢声笑语。

几年前，李二口村要发展旅游，可真要开农家乐，大家

都犯嘀咕，30 多岁的雷素青却很坚决，在村委会的支持下，

她租下一间店面，开起了小超市和农家乐，母亲张桂花做起

了服务员。她的生意一天天好起来，村里的农家乐也越来

越多。“尤其是杏花节的时候，一天收入几千元。”

杏花节是李二口村旅游的“重头戏”。村里几乎每家

都种着杏树、李树，成为沿线万亩杏林景观的一部分。到

了四月，李二口村主打“游长城、赏杏花、品民俗”的旅游

节品牌，吸引了大批游客。

在原来村民住的山腰旧址，现在盖起了一座座场馆，

边塞文化、红色记忆、非遗剪纸、长城博物馆……村里还

打造了九曲黄河灯阵、黑桃体验馆等民俗体验场所，游客

有了更丰富的体验。“我们要尽可能让游客吃一顿，住一

晚。”李二口村第一书记王志勇介绍。

在依托长城资源发展旅游的同时，当地始终坚持保护

第一。“我们修旧如旧，尽可能让古长城延年益寿，把历史遗

产尽可能完整地留给后人。”天镇县文管所负责人田雨说，

“我们还在村民中设置了长城保护员的职位，加强对古长城

的巡视。同时，通过系列工程带动群众就业。”

这几天，在李二口村长城景区，不少村民忙着在长

城沿线附近铺设步道。“经过山西文物部门论证批复，投

资 1500 万元建设人字形巡护展示步道 3000 余米，配套建

设休憩观景台、讲解与警示标识牌等，预计 2023 年 6 月竣

工。”田雨说。

“步道修建后，可以避免游客对文物的直接触摸，保

护文物本体。同时，步道和村内的观光展馆连接在一起，

把古村和长城元素更好地融为一体，带动群众致富。”王

志勇说，“未来，我们还将结合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

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与周边旅游资源合作，做大做强李

二口的文旅品牌。”

山西大同李二口村

边塞小村面貌新 文旅兴旺农家乐
本报记者 刘鑫焱 郑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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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黄河、长江等是中华民

族的标识，它们雄伟壮丽的身姿、

一往无前的气势体现了中华民族

的顽强坚韧、勇敢智慧，见证了中

华民族波澜壮阔、灿烂辉煌的历

史，凝聚着中国人民众志成城、团

结奋进的爱国情怀。这是祖先和

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宝贵遗产，需

要世世代代保护好、传承好。

随着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不断

加速，这些“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

遗产”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保护状

况明显改善、历史风貌更加完整、

文化价值日益凸显，成为人民群

众触摸历史、感受民族精神、增强

文化自信的重要资源，受到社会

各界广泛赞誉。一些已建成的国

家文化公园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

地、研学目的地和文体活动举办

地，为当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收益。

融入生活、造福群众，这是新

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能取

得伟大成就的一条重要经验。文

化遗产必须在保护和利用中才能

永续。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在建设

中注意把长城沿线的村镇纳入规

划，在建设中同步考虑乡村振兴，

通过打造公园改善当地的生活环

境、提升群众的生活水平，更通过

创造就业机会帮助群众致富。这

样，保护工作就会得到群众的大

力支持，群众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的 自 觉 性 和 主 动 性 就 会 越 来 越

强。目前，长城沿线多地涌现了

巡查守护长城的民间组织，长城的保护和利用进入良

性循环。

文化遗产承载历史文化，凝聚民族精神。万里长

城所凝聚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

城的爱国情怀，是激励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强大精

神力量。各地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中注意挖

掘历史文化遗产，梳理非遗资源，注意展示长城沿线

自古以来各民族相互交融的历史，注意展现丰富多

彩的民俗风情，从而把长城建设的历史过程中展现

出来的团结、坚韧、勇敢等中华民族精神特质彰显出

来。见人、见物、见精神，在畅游公园中受到思想的

启迪和精神的洗礼，这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得到群

众欢迎和支持的另一个原因。

“不到长城非好汉！”保护好利用好长城，讲好新

时代的长城故事、中国故事，就能不断增强做中国人

的志气、骨气、底气，共同绘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壮美画卷。

让
长
城
焕
发
新
的
生
机
活
力

张

贺

③③

图①：河北秦皇岛北营子村的满族

风情建筑。 北营子村供图

图②：读者在北京延庆石峡村长城

文化图书馆内阅读。

本报记者 郑海鸥摄

图③：山西大同李二口长城国家文

化公园。 本报记者 郑洋洋摄

版式设计：张丹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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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国办印发的

《“十四五”文化发展规

划》强调“推进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长城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应“提

升保护、监测、管理和

利用水平”。近年来，

长城沿线多地努力推

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探索新时代长城文物

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

利用新路。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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