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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文化生态建设路径探索 

王  帆  付  萌  刘子光  聂明利  胡润哲 

河北农业大学  河北保定  071000 

摘  要：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的重大文化工程，“文化”的主体是人民，“公园”的主人是人民。河北地处华北游

牧与农耕文化的交界，保存了众多优秀的长城文化资源。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如何把本地区长城资源和文化生态结合以开发与利

用，共同打造文化高地，树立文化自信。是文章要探讨的核心。首先找寻二者的契合点，然后就文化生态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作用和

开发方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阐述，提出了一些有可行性的路径与方法，探索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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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的国家重大文

化工程，“文化”的主体是人民，“公园”的主人是人民。国家文化

公园设计和建设充分反映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体现了为民族谋

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宗旨。自 2019 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提出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希望结合长城、

大运河、长征沿线一系列文化内涵深刻、传播影响突出的文物和文

化资源为主题，以具有鲜活生命力的呈现方式来展现中华文化的独

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同时促进科学保护、世代传承、合

理利用，积极拓展思路、创新方法、完善机制，中华文化重要标志。 

长城作为中华文明的脊梁，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标识和中华

文明的代表性象征。其深厚文化内涵与深刻文化寓意，得到世界的

广泛认可，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文化标志，包括奥运会和冬奥会在

内的众多国家形象的展示舞台上，长城都是 为重要的文化意象。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拍摄制作的《外国领导人登长城》

系列微视频显示，从 1954 年以来，就有 520 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

脑登临过北京八达岭长城，亲身体验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经历，

感受了长城所凝聚的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基因。 

2.长城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及问题 

现存 早关于“长城”的记载出自清华简《系年》，其中描述

了（公元前 441 年）齐国率先开始修筑连续性军事防御工事，也就

是长城 早出现的由来。至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期间各朝各

代几乎均有修筑“长城”防御工事的历程，累计修筑长度为 40659.63

公里，是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大型线性军事防御体系遗产，是无

愧为“万里”。现如今根据文物保护和地理测绘部门长城资源调查

结果，全国范围内现有长城遗址总长仍超过 2.1 万公里，但大部分

区段缺乏有效保护措施，得到有效开发的名胜区段占比极少。 

河北境内的长城资源十分丰富，长城河北段现存的战国、汉、

北魏、北齐、唐、金、明代等不同时期的长城，总长度 2498.54 千

米，约占全国 11.79%，居全国第二位，涉及 12 个朝代，分布于河

北省 9 个市（区），几乎覆盖河北全境。河北省境内的长城保护工

程在国内 先开始，其中河北境内的明长城是砖体保存程度 好的

区段，长度为 1338.63 千米，其中山海关和金山岭两处长城遗址是

典型的古代军事防御体系遗址代表。此外，河北段长城沿线具有丰

富的生态环境资源、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和众多红色基因遗迹，包

括世界文化遗产地 5 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3 座，国家历史文化名

镇 6 座，历史文化名村 31 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84 处，非物

质文化遗产 277 项，各类博物馆 105 家，文化产业园 25 家，爱国

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0 处，红色旅游资源 93 处，国家级森林公园 22

家，国家风景名胜区 7 家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1 家。但是现状上

还是存在与长城整体同样的问题。 

2.1 长城河北段各类遗存保存状态堪忧 

长城文物本体包括长城墙体、壕堑、建筑、关堡、相关设施等

各类遗存，根据经受自然侵蚀和社会变化的程度，可以分为五种情

况：保存现状较好的长城点段，指墙体设施保存比例为 1/2 以上，

墙基、墙体留存比例为 3/4 以上，约占总数的 10%；保存现状一般

的长城点段，指墙体设施留存比例为 1/2 以 下，墙基、墙体留存比

例为 1/4-3/4，约占总数的 20%；剩余近 70%，属于保存现状较差

和差以及已经消失的点段。以明长城为例，参考国家文物局制定的

《长城资源保存程度评价标准》，由墙基、墙体和墙体设施构成的

人工墙体中保存较好的，所谓 “较好”，仅指长城墙体还在，但也

有不同程度的损坏，这一比例不足 10%，令人痛惜。 

2.2 重点文保单位和重要点段占比较低 

党中央和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长城保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对长城保护做出重要指示，以坚持保护好、传承好、利

用好为总体要求。依托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长城

保护条例》、《长城保护维修工作指导意见》、《长城保护总体规划》

等文件。2006 年以来开展 全面和系统的长城资源调查工作，建立

长城记录档案。自 1961 年至 2019 年，累计公布的涉及长城的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计 32 家。2020 年底印发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

要点段名单，共计 83 段/处。但相比 43000 余处（座/段）的长城遗

存总量，占比仍然较低。 

3.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文化生态建设理念 

有效梳理好长城河北段的文化资源，在建设国家公园过程中应

该充分发挥文化资源的作用，形成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新标杆、新符

号，将有效带动、助推长城文化经济带的繁荣和发展。因此提出了

四项“合一”的建设理念。 

长城国家文化建设首先要“知行合一”，担当使命。保护和传

承长城文化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知”，通过国家文化公园打造

“向世界传播长城文化、服务于满足人们对世界遗产长城的向往”

是“行”。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要始终坚守“知中有行、行中有知、

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的原则。 

二要“天人合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永续。长城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要尊重文化，注重文脉的完整与保护，同时要尊重“人”，

强调地域文化系统的保护，避免文化空心化、过度商业化造成的文

化断层；。 

三要规划先行，且要“多规合一”。一个公园一本规划、一张

蓝图，实现国土空间、土地利用、城乡发展、文物保护、生态保护

等综合统一。 

四要“规建运合一”。作为国家工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标准

高，投资大，建设、运营的压力重，更需要规划单位、投资建设主

体、运营主体全程参与长城文化产品的挖掘、梳理及创新，整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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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打造一体化平台。 

4.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文化生态建设路径 

国家文化公园不仅仅包括对文化资源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对于

文化生态的保护，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就是为了形成具有特定开

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做大做强长城这一中华文化重要标志。在

建设过程中，在坚持“保护优先，强化传承”、“文化引领，彰显特

色”、“总体设计，统筹规划”、“积极稳妥，改革创新”、“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等原则，并结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长

城保护条例》和长城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及开发问题，针对文化资源

的开发与利用提出了建设路径的探索。 

4.1 挖掘文化内涵，坚定文化自信，占据文化发展的制高点 

《长城、长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首先强调坚定

文化自信。长城文化的根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整体文脉联系在一

起的，就是文化自信的基石。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就是要占据文

化发展的制高点，通过增强文化的软实力，达到提高综合国力的目

的。 

不断挖掘长城文化是文化自信的基础。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靠的就是长城所表达的文化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和脊

梁。长城文化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之民族心理的构建，

民族性格和民族传统的形成，都有长城文化的影子。如何使长城文

化成为民族凝聚力的源泉，成为文化兴国和社会创造力的动力，成

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支撑是我们的任务。对优秀

传统文化的认同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需要。国家的稳定发

展，需要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和理想的追求。这就如同在国家和

民族危亡之际，中国人喊出的那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

城”。 

4.2 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影响力和强大感召力 

《长城、长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强调彰显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影响力、革命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具有重要意

义。通过总书记的的四个讲清楚说“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

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

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 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

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

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 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

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明确表达

了对于中华文化持久影响力和强大感召力的认可。长城国家文化公

园河北段中山海关段、金山岭段、大境门段和崇礼段，是中建设保

护利用相对成熟、景观与文化价值 高、 能集中体现长城精神的

段落，可以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打造的文化精神旗帜，不断

增强其引领性，扩大其影响力，提升其感召力， 

4.3 统一国土空间规划，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严格管理。 

《长城、长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强调建设国

家文化公园要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这一点对长城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尤为重要。长城的保护近几年有很大的进步，2019 年 1 月 

24 日，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了《长城保护总

体规划》，这是继《长城保护条例》颁布之后，又一个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事。“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国家文物局批准各地实

施了一批长城重点段落的抢救性保护维修工程，还编制了有较强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的《长城保护维修工作指导意见》，规范了长城保

护维修、展示工程的工作程序和要求。 

4.4 传承文化生态，推动区域乡村振兴 

《长城、长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强调合理保存

传统文化生态。这说明建设国家文化公园中的一个任务，就是以长

远的眼光进行文化生态的保护。以“遗产丰富、氛围浓厚、特色鲜

明、民众受益”为目标，将非遗及其得以孕育、滋养的人文环境加

以整体性保护。要能准确掌握长城河北段各地的文化遗产资源状

况，包括种类、数量、分布、保护及存在的问题。以及长城沿线的

关隘、城堡都演变成的历史文化名城镇村，以及各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都是长城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文化生态是一个综合体，所以保

护工作需要与发展相结合，就是要通过推动文化建设，提升文化生

态保护水平，促进文化产业发展。长城文化遗产和长城文化生态的

保护，对各级政府来说既是责任也是机遇。要立足整体和各自区域，

对长城文化资源进行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长城文化资源可持续发

展与旅游运营模式的构建方面加强研究。 

5.结语 

2019 年 8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嘉峪关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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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

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同时秉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对于长城等中华民族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

重要象征的阐释、传承、保护和塑造，为弘扬民族精神，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磅礴力量。 

河北省作为文化资源大省，长城文化公园的国家建设层面上的

风向标，因此合理的配置优势资源，坚持保护文化生态、落点文化

传承、彰显本地特色，统筹规划、分类指导，注重顶层设计，落地

解决实际问题，政府平台与民间投入联动配合，确保长城国家文化

公园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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