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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建设长城国家公园，“山西
方案”交出。

近日，山西省长城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工作安排部署会
（以下简称部署会）召开，明确
将从多个方面重点推进长城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

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
工程。而山西省作为其中重
要一环，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与
规划，并依托长城（山西段）及
沿线丰富资源，推进文化旅游
资源融合，打造标志性长城文
化名片。

推进工程建设

山西优势显著

与一般的公园不同，长城
国家文化公园是按照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
过的建设方案建设的国家级
景观。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整
合了长城沿线15个省区市文
物和文化资源，按照“核心点
段支撑、线性廊道牵引、区域
连片整合、形象整体展示”的
原则构建总体空间格局，着力
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打造为
弘扬民族精神、传承中华文明
的重要标志。而山西作为其
中重要一环，具备特有的优势
资源。

长城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
化遗产，不同阶段的长城，都涤
荡着岁月和历史的变迁，其保

护工作格外重要。据记载，山
西有不同时代的长城，属长城
分布较多的省份之一。长城主
要分布于山西的9个市40余个
县（区），总长度累计3500多公
里，现存较完整的城墙和遗迹
有1500多公里。

其中，对于山西而言，长城
重点段主要集中在明长城处，
分别是明长城李二口段、明长
城茨沟营段、明长城娘子关段、
明长城镇边堡段、明长城新广
武—白草口段、明长城宁鲁堡
—八台子段、明长城右玉县二
边段、明长城老牛湾段。山西
省文物局早在2009年便对省
内明长城进行过田野调查：山
西明代长城墙体有470段，长
896.53 千米，单体建筑 3081
处，关堡344座，相关遗存27
处。从战国到明、清两千多年
的时间里，历代在山西共修筑
长城3000多公里，其中以明代
修筑的长城规模最大。

“‘五千年历史文化看山
西’，说明山西在中国历史中的
重要性。而长城的历史文化也
源远流长，历史底蕴丰厚。”
Co-Found智库秘书长张新原
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山西全境基本都有长城，
而长城是护卫山西和中原大地
的屏障。山西又拥有众多历史
文化名城和景点，再加上关于
古代长城的各种历史故事，它
们在一起就能够组成丰富的旅
游资源；同时，山西的晋商文化
也可以与长城文化相结合，形
成独特的文化旅游体验系统。
这些都是山西建设国家长城文

化公园的优势。

部署详尽

但仍存挑战

为建设好长城国家文化公
园，山西作出了详细部署。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
长、山西省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赵
曙光表示，2023年山西省长城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要从推动规
划落地落实、做好长城本体保
护修缮、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提
升配套设施建设、加快文旅产
品打造、挖掘长城文化内涵、加
强宣传展示等方面持续发力。

同时，部署会提出，山西还
将实施《山西省长城国家文化
公园雁门关—广武城核心展示
园建设一体化推进方案》，逐步
推进雁门关—广武城、平型关
等跨区域核心展示园一体化建
设工作，实现资源有效整合，提
升区域竞争力和影响力。

在公布实施最新修改完善
的《中国长城保护规划·山西省
长城保护规划》的同时，山西将
重点开展山阴新广武1段、代
县白草口1段长城6号敌台、偏
关县草垛山1号烽火台等长城
重要节点的保护修缮项目。

此外，山西将推进雁门关
—广武城、得胜堡群—大同镇
城、老牛湾—丫角山、娘子关—
固关、平型关、杀虎口—右卫古
城核心展示园的建设，并以核
心展示园为龙头，带动长城国
家文化公园(山西段)13条集中
展示带、20个特色展示点、20

个文旅融合区和95个传统利
用区的建设，实现构建文化遗
产保护廊道及文化旅游带的长
城国家文化公园(山西段)建设
总目标。

尽管山西在建设长城国家
文化公园方面优势显著且制定
了相对详细的发展规划，但此
项备受瞩目的重大工程仍充满
了挑战性。

在张新原看来，长城保护
修缮和建设长城公园需要大量
的人力、物力、财力；同时，山西
境内长城所在区域多为山区，
基础设施建设也面临一定难
度；另外，山西在与其他长城所
在省份的长城文化旅游资源竞
争上，也会有一些难度。

“整个山西省长城沿线市
县的经济水平限制和文旅产业
发展不足仍是瓶颈。”中国人民
大学美学与现代艺术研究所研
究员张成源在接受中国城市报
记者采访时坦言，在长城遗址
保护方面，需要推动整个长城
沿线基础设施风貌的改造；而
长城沿线的农村，包括乡和村
之间的产业互动等都属于长城
沿线风貌改造的范畴。综合来
看，这项工程的难度并不小。

发挥“长城+”优势

打造特色突破点

值得注意的是，部署会还
提出，到2023年底，山西将再
建成650公里长城一号旅游公
路，完善旅游公路配套服务设
施，逐步形成“结构合理、设施
完善、功能齐全、特色突出、服

务优良”的“城景通、景景通、城
乡通”全域旅游一张网格局。

在推动长城沿线旅游发展
方面，山西将通过长城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依托长城一号旅
游公路、“长城人家”民宿建设，
推动长城沿线整体经济、社会、
文化、生态全方位发展。如依
托长城沿线传统村落及美丽乡
村建设，打造长城生态民俗旅
游、长城特色民宿、长城节庆赛
事、写生摄影基地等特色品牌；
打造一批以乡村旅游为主导产
业的乡村振兴示范村等。

上述布局也释放出一个信
息：山西将借助建设长城国家
公园的契机，将“长城+”产业效
能发挥至最大。因此，如何利
用“长城+”讲好属于山西的长
城故事，成为当下的关键点。

张新原建议，要挖掘和凸
显长城文化内涵，将长城与山
西本地文化相结合，创造独特
的文化体验，并利用现代科技
手段，如VR等虚拟现实、沉浸
式演出等，让游客更形象直观
地走进长城。同时，他还建议，
山西可以借鉴国内长城保护修
缮和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运营的
成功经验，比如北京八达岭、甘
肃嘉峪关等长城景区在长城保
护修缮、历史文化讲解、旅游配
套设施建设、旅游资源产品开
发等方面的优秀做法。此外，
他还强调山西大同古长城的文
旅资源开发独树一帜，这意味
着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需要
树立本地的长城历史文化自信
——只有打造出自己的特色，
才能令人记忆深刻。

张成源则认为，可以把长
城沿线基础设施风貌改造工程
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通过
沿线城市的发展带动当地区域
整体发展，这也是长城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的突破点。他提
出，可以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数
字化手段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
基本措施，让沿线市、县产生交
互作用，形成长城文化生态、旅
游融合示范区及示范带，并将
其更深入地融进当地经济生活
中，形成合力发展。

此外，在张成源看来，山西
在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方
面，可以借鉴英国哈德良长城
的相关经验，比如，保护考古遗
址和周围有特色的自然与人文
景观；合理规划公众游览路线
和游览方式，促进旅游业可持
续发展；设立定期监测长城保
护状况的机制，利用一切可行
机会改善长城的保护工作。

山西加快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山西加快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利用利用““长城长城++””讲好本土故事讲好本土故事

北京中轴线第一桥万宁桥北京中轴线第一桥万宁桥
重现历史风貌重现历史风貌

近日，附着在北京什刹海东岸

万宁桥桥体东侧的自来水管道及通

讯光缆管道全部拆除完毕，有着

700余岁的万宁桥重现历史风貌。

从2021年至今，北京市采取多项措

施为万宁桥“减负”，并取得阶段性

进展。接下来北京相关部门将继续

推进万宁桥的修缮及环境整治。

万宁桥位于北京中轴线与大运

河玉河段的交汇点上，自元代始建

起至今一直承担着联系城市南北交

通等功能。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