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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引 言言

巨龙绵延，护佑神州。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结晶，是世界上规模、体量最大的线性文化遗产。历

经 2000余年沧桑，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众志成城、自强不息的精神，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长城文化价值发掘和文物遗产传承保护工作。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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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在顶层设计引领下，长城沿线 15 个省

区市努力打破“各自为战”的局面，协同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建设，做好“长城＋”大文章，有力推动长城沿

线整体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全方位发展。

初冬的北京寒意渐浓。北京延庆
大庄科长城段，长城保护员王东旺顶着
凛冽的北风，慢步行走在城墙上，遇到
杂草拿出镰刀进行清理，遇到裂隙拿出
手机拍摄上传。

“天再冷，每一处墙体也要看仔细，
这样才能及时给长城‘治病’。”王东旺
说。上岗近 5 年来，几乎每一个工作日，
他都在长城上巡查。

受自然侵蚀风化、人类生产生活和
历史环境变迁等多重因素影响，保留至
今 的 长 城 多 出 现 损 毁 或 局 部 坍 塌 情
况。2006 年，长城保护员制度被明确提
出。十余年来，这支队伍日渐壮大，已
有保护员 6000 多名，成为长城保护最前
线的主力军。

“从全国情况来看，随着社会公众文
物保护意识的提高，人为因素的破坏逐
年减少，如何着力延缓长城的自然损坏
是当前的重点。”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
副所长裴强强说，目前长城保护工作从
人力看守保护向科技研究保护拓展。

深居大漠的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
址保护多场耦合实验室内，1:1基于传统
工艺复制的夯土墙体正在经历“加速老

化”试验。通过人工调节按照不同区域
环境时序特征模拟风、雨、雪、太阳照射
等各种气候条件，可以在短时间实现土
遗址长期受自然环境影响发育的病害。

从“原始”的人工看守保护、手写长
城日志，到借助科技力量采集信息、建
立数字化档案以及监测、研究体系，长
城“体检”向可视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为其本体不断强筋健骨打下更好基础。

在河北“天下第一关”镇东楼，用于
实时监测的光纤正准备铺装。“光纤投
入使用后，接入智慧旅游平台端口，配
合长城的日常维护工作。”河北省秦皇
岛市山海关区长城学会会长郭颖说，通
过光纤传感技术，可对镇东楼实施连续
不间断的云端监测，及时反馈城台和城
楼本体稳固性以及含水量等数据。

呈 现 在 世 人 面 前 的 长 城 正 在 变
“长”。以北京为例，截至今年 9 月，早期
长城资源专项调查在 2012 年国家文物
局发布的北京北齐长城资源数据基础
上，增补资源点 193 处，其中墙体 9.89 千
米，其他资源点 120 个。到 2035 年，北
京区域长城管理开放的长度有望达到
域内长城总长度的 10％左右。

巍巍巨龙展雄姿 共绘文明新画卷
——新时代长城保护观察

“今天爬长城太酷了，这座古老的
遗迹太让我惊奇了！”来自加拿大的钢
架雪车运动员简·钱内尔兴奋地说。

近日，参加国际雪车联合会雪车和
钢架雪车世界杯延庆站比赛的外国运
动员登上八达岭长城。冬日寒风呼啸，
运动员们热情不减。他们沿蜿蜒曲折
的城垣前行，穿越烽火台，俯瞰岭上风
光，感受长城雄伟气势。

作为北京乃至全国最具人气的长
城段落之一，八达岭长城早已成为世界感
知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八达岭文旅集
团持续推进长城文化资源活化利用，联合
北京演艺集团共同打造古风快闪《炫彩映
国潮》、近景魔术《造梦空间》等特色演出
项目，为夜晚的长城增添亮色。

“我们致力于多角度诠释长城文化
内涵，为中外游客呈现独具特色、精彩
纷呈的视听盛宴，更好展现长城风采、
讲述中国故事。”八达岭文旅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荣欣锋说。

在加强长城文物本体保护和管控
的前提下，各地做好“长城＋旅游休闲”

“长城＋青山绿水”“长城＋乡村振兴”
等大文章，让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真
正惠及广大民众，为古老长城增添时代
新色彩。

冬日午后，在河北省迁安市大崔庄
镇白羊峪村，一家家农家院里饭香正
浓。“借助长城旅游，村里的农家乐都火
了。”村民俞海文一边张罗上菜一边说。

近年来，迁安市重点打造以白羊峪
为核心的长城特色文化品牌。“我们举
办国际万人徒步大会、国际山地越野马
拉松赛等大型赛事及特色民俗文化活
动，每年吸引京津冀辽等地游客 50余万

人，既拉动休闲旅游产业大发展，又带
动农民就业创业。”迁安市长城国家文
化公园管理中心主任张晓利说。

“长城脚下看冬奥、冬奥赛场看长
城。”2022 年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坡
面障碍技巧场地借长城为蓝本，运动员
从“雪长城”上飞跃，冰雪运动和古老长
城热情相拥。河北将长城崇礼段、大境
门段作为重要点段加快推进，并凝练形
成“自信自强·冬奥胜景”“和平开放·大
好河山”形象定位，将长城文化与冬奥
文化有机融合。

2021 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长城被世界遗产
委员会评为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示范案例。

成绩取得殊为不易，但长城保护仍
任重道远。2019 年发布的《长城保护总
体规划》显示，属于保存现状较好的长
城点段约占总数的 12.3％。

“随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推
进，长城文物保护、精神传承、价值利用
等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国家文化
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总协调人、长城组
协调人韩子勇说，“未来，在中央的顶层
设计下，沿线各地应进一步加强联动、
互学互鉴、形成合力，共同铸就长城持
久旺盛的时代生命力。”

每天日落时分，方伟都会骑着马将
自己巡护的长城段落走上一遍。每走一
次，长城都会激发他产生新灵感。“保护长
城既是我的使命，也是我的事业。希望通
过努力，让长城和我都有美好的未来。”

这不仅是方伟的心愿，更是 14亿多
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新华社记者王明浩、涂铭、李德
欣、罗鑫、郭雅茹、何问、李春宇）

■

1 长城变“长”了

——本体保护取得新进展

晨曦微露，红色的霞光洒在明万里长城最东端——鸭绿江

畔虎山长城的城墙上，将横亘在中国北方大地上的蜿蜒巨龙

“唤醒”。红日一路向西点亮长城，抵临大海之滨、翻越崇山峻

岭、掠过高原黄河、挺进大漠戈壁……

游龙舞动，山河多娇。跨越两千年，纵横四万里，长城见证

了历史沧桑和时代巨变，守卫中华民族生存繁衍、和平发展，保

护中华文明传承不息、世代赓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做好长城文化价值发掘和文物遗

产传承保护工作，弘扬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凝聚起磅礴力量。”

进入新时代，长城保护被赋予新的内涵。中华儿女凝心聚

力，共同守护长城这一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和中华民族精神的

重要标志，开辟长城保护新格局。

■

2 长城变“宽”了

——理念提升赋予新内涵

■

3 长城变“靓”了

——古今交融增添新色彩

①①这是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喜峰口长城景色（2023年8月30日摄，无人机
照片）。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②②游客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大境门景区游览（2023 年 10 月 31 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③③这是2023年10月26日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境内拍摄的城子峪长城
景色（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 新华社记者 何问

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首个
多场耦合环境模拟实验室，1:1基于传统
工艺制备的夯土墙体试验样品正在经历

“太阳”的照射。“太阳”由 9 盏架设在屋
顶的灯组成，经过人工调节，一次照射周
期就能模拟一轮太阳的东升西落。

“实验室可以加速模拟漫长而微妙
的自然变化，帮助更快获知长城对不同
环境的响应机制，以及对不同保护措施
的耐候性。”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副
所长裴强强说。

西北地区多以黄土夯筑长城为主，
在漫长时光中，墙体根部掏蚀凹进、墙
面风化剥落、裂隙发育等病害都在加速
长城的“衰老”。

“文物保护要从抢救性保护向预防
性保护转变，就必须搞清楚文物劣化的
深层次机理。”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郭青
林说。

长城体量大、周边自然环境复杂。
老一辈文物工作者在专注对长城本体
进行“抢救”的同时，通过开展小体量的
室内实验和足尺现场试验积极探索预
防性保护之道。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
址保护多场耦合环境模拟实验室就是
我国文物科技领域一次全新探索。

多场耦合，指模拟温湿度、光照、降
雨、降雪多因素时序性自然环境条件。
裴强强介绍，实验室从规划到建成，前后
历时近 15年，他们基于不同区域 10年间
的基础气候资料，分析总结提取了对长

城影响较大的极端天气和气候环境，并
想方设法在实验室实现模拟加载。

2020年年底，多场耦合环境模拟实验
室正式投运。这个实验室不仅具有时间
可控、变量可控、条件可重复、能进行足尺
模型试验等优点，还能承载数吨重的大型
土遗址样品，可在较短时间内模拟土遗址
长期受自然环境影响出现的病害。

截至目前，甘肃省已经突破并掌握
了包括锚固灌浆加固技术、支顶加固技
术、表面防风化技术在内的一系列土质
长城保护关键技术，并形成了一整套成
熟的保护理论和工艺技术规范。针对
根部掏蚀土遗址病害发育机制与稳定
性问题，多场耦合环境模拟实验室获得
了相关理论性指标。

甘肃东西绵延 1600多千米，从东向
西，土壤中沙子、石头逐渐增多，土壤黏性
逐渐降低。古人便利用红柳、芦苇等植物
为长城“加筋”，通过植物的拉接力提高墙
体的整体稳定性。长城的营造技术可以
形容为传统夯筑工艺的“升级版”。

2022 年 9 月，明长城西端起点所在
的嘉峪关在实施一项长城保护修缮工
程中，融合运用了研究性修缮理念。在
修缮中，文物工作者除了在长城表面渗
透 PS 材料（一种高模数的硅酸钾溶液）
进行加固外，还实施了红柳麻丝加筋、
麻撮加筋、草泥抹面、夯筑砌补等传统
工艺保护措施。

甘肃省文物局副局长仇健说，当前
长城保护正由注重抢救性保护向抢救
性与研究性、预防性保护并重转变。

研究性保护加速破解西北长城夯筑“秘诀”

“没想到长城敌台旁的‘小房子’竟
是一个‘武器库’。”八达岭长城西段，北
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尚珩有了
新发现。一处建筑基址出土了几十枚
石雷，这在北京长城考古中尚属首次。

从 2020 年开始，北京长城保护重心
由 一 般 性 抢 险 加 固 向 研 究 性 修 缮 转
变。“加强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
自然科学联合攻关，为全方位探究长城
历史文化价值提供科学支撑，形成文化
遗产保护理念的创新实践。”北京市文
物局遗产管理处处长毕建宇说。

《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方案》要求，根据文物和文化资源
的整体布局、禀赋差异及周边人居环
境、自然条件、配套设施等情况，重点建
设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
利用 4类主体功能区。长城保护不再只
论长度，更有了空间的范畴。

河西走廊腹地的硖口村坐落于汉
明长城边，相传这里村民的祖先是长城
最早的守护者。长城虽历史厚重，却处
在气候干旱的戈壁滩上。恶劣的自然
环境让许多村民作别长城，经年累月外

出打工。
“不能让长城和村落沉寂消亡。”37

岁的长城保护员方伟从小就在长城边
长大，立志要成为新时代的“守城人”。

随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建
设保护规划》落地，硖口段长城因独特的
历史人文风光，被列入“甘凉咽喉”风景道
示范段。硖口古城至新河驿约 20千米的
长城打造成集中展示区，汉明长城博物馆
完成改造运营后，游客逐年增加。

来 村 子 里 研 学 、旅 游 的 人 越 来 越
多，方伟心里乐开了花。“在河西走廊，
长城文化与游牧文化、丝路文化密不可
分。”方伟说，他想让游客“梦回”长城脚
下商旅不绝、农牧交织的历史场景，领
略长城古朴的魅力。

在山西，长城一号旅游公路主线贯
通，串联起一段段长城的厚重沧桑；在新
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别迭里烽燧长城国家
文化公园项目已投入使用；在北京，长城
文化带总面积达到 4929.29平方千米，约
占市域面积的 30％……长城沿线省份科
学布局、精准落子、交流协作、众志成城，
使新时代长城画卷更为壮阔。

延伸阅读

③③

①①

②②

这是这是 20232023年年 1111月月 1414日在北京密云拍摄的古北口长城日在北京密云拍摄的古北口长城。。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李 京摄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