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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大万里长城新“护卫队”

初冬，一场降雪后，河北省秦皇岛城子峪长城内外银
装素裹，66岁的张鹤珊像往常一样，在这里巡护长城。

张鹤珊家住秦皇岛市海港区城子峪村。1978年，23
岁的张鹤珊踏上了守护长城之路，一把大镰刀、一只蛇皮
袋是他巡护长城的“标配”。

43 年来，他几乎每天都要在长城上走 40 里山路，劝
走过放羊倌，“吓”跑过偷砖人，记录了 20 多万字的长城
笔记⋯⋯

“降雪后，长城更要及时巡护，积雪融水对古老的长
城敌楼危害很大。”张鹤珊说，为保护长城、宣传长城文
化，他学会了抖音直播，现在他有 37万粉丝。

长城，历经两千多年持续营造，涵盖春秋战国、秦、
汉、唐、明等 12个历史时期，总长度超过 2.1万公里。

长城保护并非易事。
这条巨龙，在无数山峦间蜿蜒前行，在山海关与大海

交融，在偏关与黄河“握手”，一路上与群山缠绵，一直深
入到荒漠戈壁。

这是一场文物与时间的赛跑。
保护长城首重法治。2006 年，国务院颁布《长城保

护条例》，明确提出建设长城保护员制度。
15 年来，这支队伍日渐壮大，目前长城沿线已有

6000 多名保护员，他们像张鹤珊一样，成为长城保护最
前线的主力。

甘肃敦煌西北 90公里的戈壁滩中，河仓城遗址静静
矗立。这座疏勒河畔的古城遗址是汉代储备粮秣的仓
库，是世界文化遗产玉门关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

58岁的张建军和 55岁的妻子陈万英，2012年作为基
层文保员在这里“安营扎寨”。夫妻俩就像两千多年前的
戍边战士，每天巡护河仓城遗址，一趟 2小时。

起初这里只有一方窑洞、一张床、一口井。几年后，
敦煌市文物部门帮他们建起了新房，陆续通了水、电、网
络，还安装了监控设备。“我们现在很喜欢大漠戈壁，想给
后代留下宝贵的汉长城印记。”陈万英说。

“现在越来越多的民众自觉守护长城，各地纷纷成立
长城学会或长城保护协会，这是我国大力推进长城保护
的一个缩影。”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会表示，文物部
门力量有限，只有靠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才能让万里长城
更长久传承下去。

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

“长城脚下看冬奥、冬奥赛场看长城”，是 2022 年北
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的一大亮点。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
园重点建设区，河北将秦皇岛山海关、承德金山岭、张家
口大境门和崇礼等 4个长城区段作为重中之重。

张家口崇礼冬奥核心区，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
意”就在桦林东段古长城脚下。

为了让观众更好地观赏长城，崇礼目前正在实施桦
林东段长城展示亮化工程。效果展示图上，夜色中被灯
火点亮的长城绵延于崇礼群山之间，成为冬奥盛会中的

醒目背景。届时，世界各国冬奥健儿都将领略到中国
长城的风采。

2019 年 8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考察嘉峪关关城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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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2020 年 10 月，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时期文化建设作出战略
部署，明确提出“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
化公园”。

国家文化公园是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重要标识。
文化和旅游部牵头制定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施
方案》。在文化和旅游部统筹指导下，长城沿线 15 省区
市建立健全领导机构，因地制宜编制各省份规划，细化实
施方案。

北京市规划明确“一线、五区、多点”长城国家文化公
园空间布局；河北省围绕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四类主体功
能区和五大工程建设优化项目布局；甘肃省成立了“甘肃
长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发展研究中心”⋯⋯

交通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基础支撑。记者从山西
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山西省规划建设的长城一号旅游
公路，主线贯穿大同、朔州、忻州三市内外长城沿线，串联
起偏关、雁门关、平型关等众多景区景点。

山西省偏关县有“中华长城古堡第一县”的美誉。老
牛湾——平型关长城风景道项目已纳入长城国家文化公
园重点项目。目前，位于偏关县境内 80多公里的长城一
号旅游公路一期项目已全线贯通。这条风景大道沿线共
修筑了 20处停车区、观景台、驿站，均为长城文化体验胜
地。

“长城一号旅游公路不单纯是通达路，更是彰显历史
内涵的文化路。”偏关县县委书记王源说，在这座长城国
家文化公园里，我们能深切体会到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
神象征。

弘扬新时代长城精神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
们新的长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诞生于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处于
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凝结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
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精神。

长城，见证了一场又一场浴血奋战，凝聚起全民族力
量。

喜峰口，长城抗战的主要战场之一。1933 年，国民
革命军第 29 军曾在喜峰口、潘家口一带依长城阻击日
军。长城抗战是中国人民早期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
分。

20世纪 70年代，潘家口水库修建后，喜峰口、潘家口
两座关城和部分长城被淹没到水下。它们犹如巨龙潜
渊，形成独特的“水下长城”景观，如今成为“网红”打卡
地。

河北省迁西县党史研究室主任马振说，长城抗战点
燃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爱国精神。中国军
民在喜峰口抗战中取得了胜利，也是“九一八”后的首次
大捷，全国上下一片欢腾。

娘子关，自古就是军事重地。抗日战争时期，娘子关
防御战、百团大战之磨河滩战斗，谱写了中国军民英勇抗
日的壮丽诗篇。

董耀会在秦皇岛山海关长城脚下长大。他说，见证
无数血雨腥风的巍巍长城，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精神的
象征。

如今，长城精神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血脉之中，成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弘扬长城精
神，也给长城沿线贫困村落带来生机活力。

长城脚下许多村庄偏居一隅，山多地少，曾深陷贫
困。如今，村民靠着长城吃上旅游饭，一个个脱贫致富的
小康村，沿长城串成了“珍珠链”。

20世纪 90年代，娘子关开始挖掘以“雄关”“秀水”
为特色的旅游资源，娘子关村民告别吃不饱饭的历

史。2013 年，娘子关村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
录。2019年起，每年 60%的旅游收入归村集

体，村民按土地入股，目前每人每年能分
红 1500元。

除了叫响“红色长城”，深入挖
掘开发喜峰口长城抗战、黄土岭

战役、山海关保卫战等沿线红
色文化旅游资源，河北还

实施长城沿线环境综合
整治、景观整体风貌修

复，建设长城风景复

合廊道，打造长城生态文化旅游全国样板。
喜峰口西潘家口段的“水下长城”也正迎来新生。水

库水位涨落，加剧了风化作用对墙体影响。2016 年 9 月
开始，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与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合
作，向社会公开筹集资金，对箭扣和喜峰口的两段长城本
体进行修缮。

“我们坚持‘最小干预’原则，妥善保护长城的真实
性、完整性和古朴历史风貌。”河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
所高级工程师张勇说。

针对土质长城保护难度大的问题，近年来甘肃省依
托敦煌研究院建立的“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突破并掌握了锚固灌浆加固、支顶加固、
表面防风化等一系列土质长城保护关键技术，形成了一
整套成熟的保护理论和工艺技术规范。

为给长城这一世界奇迹长久留档，天津大学建筑学
院正在建立长城全线的图像与三维数据库。从 2018 年
至今，他们已为 5500 公里的明长城墙体留下数字化档
案。

长城许多重要关口、城墙与当地生产生活区域紧密
相连，保护长城永远在路上。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研究员李哲说：“长城是中国的，
也是世界的。我们要用科技赋能长城保护，推动‘活化’
传承，将长城文化、长城精神传播到全球各地。”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古老长城重焕新生机

长城，跨越两千年，
纵横四万里，宛如一条
巨龙，横亘在中国北方
辽阔大地，是中华民族
的重要象征之一。

《长城保护条例》施
行 15 年来，6000 多名保
护员成为长城保护最前
线的主力，沿线 15 省区
市深入挖掘长城文化内
涵，推进长城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科技赋能长
城保护，在“活化”传承
中，长城脚下一座座古
村落告别贫困，古老长
城也焕发新的生机。

2021 年 7 月 ，联 合
国教科文组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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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10 月 11 日拍摄的娘子关（无人机照片）。

这是 2020 年 8 月 25 日拍摄的河北省迁西县榆木岭长城云海景观（无人机照片）。

6月3日，工人在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保护维修工程现场施工。

这是甘肃省嘉峪关市境内拍摄的嘉峪关关城南侧夯土墙体
（5 月 28 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