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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
产公约》 诞生于 1972 年 11 月 16 日。
2022年，世界遗产公约迎来了它 50岁
的生日。

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官方
网站宣布，将在全球各地举行一系列
活动，纪念世界遗产公约在过去的 50
年中为保护传承人类宝贵遗产、促进
不同文明间相互理解与国际交流而发
挥的巨大作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指出，值
此 50周年之际，人们赖以生存的世界
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不仅有新
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经济、社会与文化
生活的影响，更有着不断加剧的环境
恶化以及不断扩大的社会隔阂。“我们
正处在一个未知领域，不断对我们作
为个体、社会以及全球社群的基础价

值观提出疑问：我们真正宝贵的财富
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世界
变得更好？在面对危机之时，我们应
向下一代传递什么？”

以此为背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将2022年纪念世界遗产公约成立50周
年活动主题确定为“下一个 50年：作
为韧性、人类与创新之源的世界遗
产”，以回顾过往 50 年中所取得的成
为契机，对世界遗产的未来发展开展
跨学科的反思。

据悉，活动主要围绕气候变化与
遗产保护、数字化转型、后新冠疫情
时代的恢复、可持续旅游、申报遗产
地的均衡代表性等领域展开全球范围
的讨论，这些领域代表了当前影响遗
产保护工作的挑战和未来发展方向。

（钟 古）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

世界遗产公约走过50年历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

“下一个50年”纪念活动

为纪念 《保护世界文化和
自然遗产公约》50周年，“下一
个 50 年”活动将在世界各地陆
续展开，一直持续到2022年底。

图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
布的纪念活动海报。背景建筑
为世界文化遗产意大利佛罗伦
萨圣母百花大教堂。2022 年 11
月，“下一个50年”主要纪念活
动将在佛罗伦萨举行。

看·世界遗产看·世界遗产

在遗产、遗产价值成为社会生产资源的当今，中国的世界遗产事业呈现出朝
气蓬勃、与全球发展息息相关的态势：自 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来，中国
在所有遗产相关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展，通过全方位、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形
成了初具规模的遗产大国保护体系，取得了大量成果。更重要的是，进入21世纪
第二个十年，我们中国人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历史责任感更强，真诚地希望分
享中华民族传至当代的历史智慧，成为世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参与力量。

以世界遗产来讲述“中国故事”有其特殊性。中国的世界遗产规模、生成过
程，全社会参与保护和使用遗产资源的水平，可能是世界其他地区并不熟悉甚至
难以体会的——我们一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遗产地范围，就跨越了地球的9个纬
度，覆盖了人口最为稠密的多个城市圈。东亚地区有许多共同延续至今的文明智
慧，其丰富的文化内涵需要得到更多有效传播。

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有着长期互通有无、交流借鉴的历史。世界遗产事
业的发展历程，也可视为全球范围的遗产理念传播史。以“下一个 50年”为契
机，我们应围绕遗产传播“公共性、真实性、实践性”的特点与原则，建立起以
历史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平台体系。在贡献、分
享中国智慧时坚持公共性原则，不仅体现世界遗产共同、共有、共享的宏观视
野，更可在多边合作中推动相互尊重与包容。真实性是遗产信息的重要特征，强
调描述的具体事实不仅应合乎客观实际，也需要符合遗产的“真实、完整”要
求。在讲述中国故事的过程中，真实性是达到增信释疑、凝心聚力的有效途径。
在这一新兴的领域，我们还需要大批国际化传播人才和社会力量，能够将不同领
域、碎片化的信息进行有效整合。那些了解领域发展动态，熟悉世界遗产公约规
则又在新闻、教育、旅游文创中有长期“摸爬”经验的遗产传播实践者，将在未来大
受欢迎。

在共同、跨界、融合的发展趋势下，我们相信：唯有脚踏实地，推动国际社
会紧密合作和更加积极、主动地
贡献分享，才能实现在第 44 届世
界遗产大会通过的 《福州宣言》
中所描述的那样：为后代维续一
个开放、包容、能够自我调适、
可持续的未来。

为世界遗产下一个50年

贡献中国智慧
本报记者 齐 欣

2022年对于全球和中国的世界遗产事业来说，都是一个重要节点。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于1972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正式通

过。2022年逢公约诞生 50周年。这引发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新一轮全球
性反思与展望。

在过去的 50年间，世界遗产体系成功汇聚、保留了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
意义和共同价值的古迹遗址，也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记忆
遗产、文化景观以及近年来如雨后春笋般独立发展的行业类型遗产。在即将开始
的第二个50年，世界遗产则不再只简单展现“文化”“自然”色彩，而是与可持
续发展的全球化目标深度融合，通过推动不同文明间交流互鉴，共同面对来自人
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种种难题。在此背景下，“下一个50年”的责任与路径选择
面临巨大挑战。

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来看，2022年对于文化和自然遗产领域还意味着更深层
的节点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都迎来了
实施40周年；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通过《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国也
于当年6月加入这一公约；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于2002年启动了“全
球重要农业遗产系统”项目，中国已是拥有全球重要农业遗产排名第一的国家；
2012年首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公布；2022年，中国还将主办《湿地公约》第十四
次缔约方大会，中国目前也拥有最多的“国际湿地城市”……

全球最大的中山纪念堂

占地面积逾6万平方米

广州中山纪念堂是广州市民众和海外侨
胞为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而筹资兴
建的会堂式建筑，是广州市近代城市中轴线
上的重要节点和地标。在世界各地的孙中山
纪念堂中，广州中山纪念堂是最大的一座。

经过近百年的悉心维护，现在的广州中
山纪念堂不仅以其建筑规模、风格闻名于
世，也成为一座难得一见的古树密度高、老
树资源丰富的城市公园。

中山纪念堂全园占地面积近 6.1 万平方
米，其中建筑面积 1.2 万平方米，绿化面积
3.1万平方米。在按照园林绿化养护一级标准
进行养护的园区内，分布有 458 株乔木。其
中上百年树龄的古树有11株，50年以上树龄
的老树达50多株。

拥有丰富树种资源

“最美木棉”树龄超350岁

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园区的东北角，矗立
着一株栽植于 1669 年前后的木棉树，如今已
有350多年树龄，被称为“木棉王”。2018年，全
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中国最美古树”遴选活
动，这株“木棉王”获得了“中国最美木棉”称
号，被誉为全国木棉品种的代表。

中山纪念堂主体建筑的两侧，植有目前
广州市冠幅最大的两株白兰树。它们树形优
美、树冠庞大，四季花开，成双成对。这两
株白兰迄今已有 110 多岁了。建堂之初，本
来只有西侧的白兰树原植于此；为配合中山
纪念堂对称式总体布局风格，人们又后植了
东侧的白兰树。随着日月积淀，这两株不同
年份种植的白兰，竟形成了大小一致、形态
近似的对植景观，如高大忠勇的卫士守护着
纪念堂。它们是古树，更是名木。

在中山纪念堂园区东南角，还有一株
180岁树龄的“树上树”，树荫覆盖面积超过
1300平方米。这株古树本体是细叶榕，气生
根丰富。经年累月的生长过程中，根成为
枝，枝上又生根，枝叶扩展，郁郁葱葱，形
似稠密的丛林。

不仅展示历史文化价值

也“跨界”呈现生物多样性风貌

近年来，广州市注重加强生物多样性保
护，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提升。2022 年 6
月，常年展出《以伟大之建筑 作永久之纪

念》、展现历史文化遗产的中山纪念堂，又做
了一次“跨界”，创新推出了一条融合文化和
生物多样性景观的“诗情绿意”体验线路。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和6月5日“世界环
境日”期间，中山纪念堂举办了广州市青少年
寻访中山纪念堂生物多样性大课堂活动和

“诗情绿意”生态历史文化游径首发仪式。
“诗情绿意”游径全长约1公里，不仅包

含了原有的中山纪念堂，也全面展现了园内
多种多样的植被景观。“木棉王”“树上树”

“白兰卫士”等重要树木景观也都含括其
中。游径设立了“大树医生做体检”“果香
满园话丰年”“侦查神器防白蚁”“护佑‘国
保’靠天眼”“读懂历史品建筑”“国潮文化
来体验”等主题点。参观者可在“木棉王”树下
听故事，可游览“树上树”“游龙休憩”“百年白
兰”等景点，感受古树林的生态魅力，还可以
了解如何给古树做B超等体检过程。

开发和利用新型技术

保护文物和生态

近年来，随着广州市自然保护地体系建
设不断完善，一些科技含量高、体验感强的
科普教育工具得到全新开发和应用。在“诗
情绿意”游径体验中，公众也能体验中山纪
念堂最新开发的绿化资源智慧管理系统。

在管理系统中，中山纪念堂每一株树木
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电子身份证。系统通过

“一张图”可视化科学管理，实现对园区458株
乔木的精准化数据管理、量化评估。同时，管
理系统实现了数据实时更新、日常巡更和养
护工作的分派追踪等全方位智能化管理。

而被称为文保“天眼”的文物建筑实时
监控系统，则可以做到掌握中山纪念堂这个

“国保”建筑的实时状况。
在体验“诗情绿意”游径时，参观者可

以通过 3D 智能导览一图尽览中山纪念堂的
乔木数据，精准呈现树木形状、位置、类别
等情况，实现了线上“虚拟树木逍遥游，植
保知识轻松学”。参观者还能亲身观摩白蚁
监测系统。这一侦察白蚁的“神器”，能实
现全天候精准监控，及时发现白蚁，把蚁害
扼杀在初起时，保护古树和文物的安全。

“诗情绿意”受到欢迎

第一批“堂小青”已经上岗

2022年3月，广州市越秀区 开展了“林
长小队”活动，鼓励孩子们各自组队，前往
各地与绿色交朋友。目前，已有30余所学校
的“林长小队”前来中山纪念堂，举行“能
量守护者”主题活动。“诗情绿意”生态历
史文化游径推出后，中山纪念堂也开始招募

“堂小青”爱绿护绿志愿者。
目前，来自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小学的

第一批“堂小青”已正式上岗。在经过培训
考核后，这些 10 岁上下的小志愿者担任了

“诗情绿意”生态历史文化游径的讲解员。
在游径现场，可以听到孩子们稚嫩又充满感
情的童声：“几树半天红似染，居人云是木
棉花。”“熏风破晓碧莲苔，花意犹低白玉
颜。”“鹧鸪声里端阳近，榕树青青荔子
红”……这是他们以古诗词与参观者一起品
鉴木棉、白兰和榕树。“行走游径期间，我
看到了 350 多岁的中国最美木棉王，古树林
里荷花玉兰和白兰花的香气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还有科技感十足的绿化资源智慧管
理系统，学习植物科普知识。”来自小北路
小学的一名同学说。孩子们还用画笔记录他
们的绿色朋友，一幅幅栩栩如生的植物写生
照记录下了他们畅游“诗情绿意”生态历史
文化游径的精彩瞬间。

环绕着中山纪念堂
有了一条生态游径

陈 欣

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广州中山纪念堂，是著名的历

史文化地标，在人们的精心守护下，被养育成为物种

丰富的城市绿地公园。

近日，中山纪念堂创新推出了一条“诗情绿意”

生态历史文化游径。人们可以品读“国保”建筑中的

历史文化，也能同时感受生物多样性的精彩和珍贵。

每逢春季，木棉盛
放。从中山纪念堂南门远
眺，广州近代城市中轴线
上最美的风景映入眼帘。
火红的木棉是最亮丽的焦
点，在中山纪念堂 3.1 万
平方米的绿地上就有 29
株木棉，50 年以上树龄
的有 9棵。在中山纪念堂
两侧，可以看到著名的两
株白兰树，至今枝繁叶
茂。 邵 帅摄

左图：广州人对榕树有着特别的情结。
这株三级古树细叶榕已近 180岁，位于“树
上树”景点旁，呈现出人们崇尚的榕树与生
俱来的刚毅品格：用茂密枝冠，撑起一片
天，福荫子孙后代。 张燕鹏摄

上图：6月 5日是“世界环境日”，
中山纪念堂的园林工程师黄霖霞带着
小北路小学的同学沿着“诗情绿意”游
径讲绿色故事。 李秋莹摄

2022 年 5 月 22 日，广州市越秀区
旧部前小学林长小队的同学们在“木
棉王”树下描绘了她们心中这棵古树
苍劲挺拔的形象。 江妙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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