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好长城文化公园推动宁夏高质量发展
自治区政协常委 张 锋

宁夏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具
有长征、长城、黄河文化资源的
省 区 ，亦 是 自 然 、生 态 类 别 比
较齐全，形态比较丰富的省区
之一。

建设长城、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是国家的一项大战略，是宁夏
加强民族团结、提高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水平和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保
护好黄河流域生态的重大历史
机遇。一定要作为百年大计、
千年之利高度重视，切实建设
好。自治区政协召开专题协商
会议，说明自治区政协抓住了
促进宁夏发展的牛鼻子，善于
从根本上抓宁夏发展的长远问
题，体现了本届政协的高度政
治责任感、使命感和工作求是
求新的作风与水平。

首先要摸清家底，全方位统
筹考虑。宁夏素有“中国长城博
物馆”之称，战国、秦、隋、宋等长
城都留有遗迹，但相对完整成体
系的是明长城，是以固原为中心、
以宁夏三卫为框架，遍及宁夏全
区域的城池、堡寨、烽燧组成的军
事防卫体系，是中国古代军事思
想的见证。但这片区域内还集中
了丰富的黄河文化、长征文化优
质资源，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六盘山、贺兰山、罗山等自然景
观独具一格，所以我们要把这些
资源进一步搞清楚，全面开发利
用建设。建议，在此基础上还要
处理好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长
城遗址标志的辩证关系。

其次还要注重顶层设计，高
标准规划，突出重点和宁夏特点，
把保护、开发、建设有机结合起
来。宁夏长城文化公园建设，应以
明长城为基本框架考虑，战国、秦、
隋等长城遗存应以保护为主，依托
明长城规划长城文化公园，以三卫
连线城池、堡寨和固原陕西都指挥
使司为重点，以三卫通向固原的烽
燧连接点构成长城文化公园的总
框架，构画伞形结构，把自然生态
保护和文化展示有机结合起来。

希望自治区政协在 2021年度
把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列
为重点协商议题，让长征国家文化
公园经得起历史和现实的考验。

挖掘长城精神元素拉动长城沿线经济发展
自治区政协常委 贺 耀

根据调研，我们了解到宁夏长
城遗址具有时间跨度长、种类多、建
筑形式多样等特点，可以说古代长城
遗迹是宁夏境内体系最健全、规模最
宏大的文化遗产。宁夏在长城遗址
保护和宣传、长城资源调查、长城开
发和利用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成绩，但
仍要警惕在宁夏修建长城国家文化
公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

要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我区首先要拓展文旅融合项目，
在物质载体上凸显人文历史。宁
夏历史文化悠久，是丝绸之路经
济带的重要战略支点，同时也是
我国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之一。
建设宁夏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就
是在充分发挥宁夏地理位置独
特、文化多元、物产丰富等优势的
基础上，深入挖掘宁夏长城的文
化内涵，打造高质量文旅融合产
品，不断探索“文化搭台，旅游唱
戏”共赢模式。在建设宁夏长城
国家文化公园的过程中，需认识
到长城文化是灵魂，公园是载体
和平台，旅游是“活化”文化的手
段。没有灵魂灌入，旅游火不起
来，文化公园就“只见物不见人”；
旅游是手段，文化公园是载体、是
依托、是平台，归根到底展现的是
文化元素和文化底蕴。建设富有
文化内涵的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发展有特色、有体验、有文化内涵

的文旅融合项目，才能守得住、看
得见“长城体”“长城魂”。

我区要深入挖掘宁夏长城精
神元素，拉动长城沿线经济发
展。长城作为中华民族最具凝聚
力、感召力的精神文化象征之一，
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断、
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发展脉
络。宁夏应在保护长城遗址的基
础上，挖掘长城历史文化中独特
的闪光点，突出宁夏长城中最古
老的秦长城、保护最好的明长城、

“会呼吸的土长城”等历史文化因
素；还要讲好各个时期长城的故
事。此外，还应挖掘长城国家文化
公园辐射面的文化、物产、经济价
值。例如，南线长城特色中草药、
黄花菜、冷凉蔬菜；北线贺兰山下
葡萄酒酿造和旅游；东线水洞沟
旧石器科普基地等，形成多点支
撑、互为补充、融为一体的历史文
化旅游格局，提高长城国家文化
公园辐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2019年 7月 24日，中办、国办
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载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涉及
北京、宁夏等 15个省区市，长征国
家文化公园涉及福建、宁夏等 15
个省区市。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引
起广泛关注。

自治区政协组织召开的这个
专题协商会很有意义。宁夏是我
国现存长城遗迹较多的省份之
一。据 2006 年至 2012 年国家长

城资源调查，确认宁夏境内长城
遗迹主要有秦长城、宋长城和明
长城以及秦汉长城、隋长城。烽
燧、墩台、城障、关隘、城堡等长城
防御体系中的单体建筑设施 1225
座，是全区现存最大的不可移动
文物点，长城遗迹穿越全区 19 个
市县（区）。数量最多、分布最广、
在历史时期跨度最大的古文明成
果，从全国范围衡量，宁夏长城是
全区现存最大的不可移动文物
点，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同时，
也是旅游和展示价值最显著的名
胜古迹。

目前限于实地考察和文献研
究不足，我区长城遗存的家底还
不清晰，没有一个总的‘盘点’，因
此我们对长城文化遗产价值的认
知较为模糊。推进我区长城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要统揽全局做好
区域之间的总体布局和相互衔
接，防止各自为政和资源浪费。
在涉及与邻省共有长城资源的，
应及早布局，取得先发优势。逐
步完善基础设施，结合美丽乡村
建设，打造具有长城特色的旅游

主题村落。
要注重处理好传承保护与合

理开发之间的关系，既明确实施重
大修缮保护项目、严防不恰当开发
和过度商业化，又鼓励对优质文化
旅游资源推进一体化开发。

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对
坚定文化自信，彰显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持久影响力、强大感召
力具有重要意义，在文化公园的
建设过程中，我们要以文化提升
旅游内涵，以旅游彰显地域文
化。同时，创新旅游宣传模式，整
合特色资源要素，挖掘特色文化
内涵，加快文旅融合步伐，提升全
域旅游品质。《方案》明确了长城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时间表、路
线图，但高质量推进贯彻落实还
需要下硬功夫。在宁夏建设长城
国家文化公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宁夏要珍惜这个机遇，以深耕
厚植之心，凝聚各方之力，就必定
能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为
新时代中国文化传承的精品，使
之成为世界各国争相欣赏的中国
文化瑰宝。

建好国家文化公园点“亮”宁夏新名片
自治区政协委员 赵 实

宁夏是我国现存长城遗迹较
多的省份之一。2006年至 2012年
国家长城资源调查，确认我区境
内长城遗迹主要有秦长城、宋长
城和明长城以及秦汉长城、隋长
城。烽燧、墩台、城障、关隘、城堡
等长城防御体系中的单体建筑设
施 1225 座，是全区现存最大的不
可移动文物点。长城的修筑方式
主要以黄土夯筑为主，部分石块
垒砌，也有个别的山险墙等。长
城遗迹穿越全区 19个市县（区），

使得宁夏素有“中国长城博物馆”
之美称。

从国家长城资源调查数据来
看，宁夏境内大规模修筑长城是
在明代，追溯明代“九边”源流，各
边长城的主体框架绝大部分是以
前代古长城为始基，在前朝遗存
下来的长城基础或墙体上根据保
存状况和需要，有选择地加高、加
厚、增补、修缮、改筑而成。在明
代宁夏镇、固原镇管辖的长城中，
一类是明代在今宁夏境内修补利
用的明以前的存世古长城；另一
类是明代根据自己的边防形势重
新构筑的新长城。

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是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发掘好、利用好丰富文物和文
化资源，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
话、让文化说话，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
化等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重
要举措。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
两个核心目标是保护传承长城

文化和带动、助推长城区域的经
济发展。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要保护长城遗产本体、保护长
城周边历史风貌，更要保护传承
长城历史文化、做好长城文化的
传播，推进长城文化和旅游深度
融合。

长城不只是一堵墙，它由城
堡、烽燧、绊马坑等组成了完整
的防御体系，有许多资源等待开
发，我们应抓住机会，推动长城
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力度，深入
发掘长城的文化价值，打造国家
文化战略高地，推动区域经济发
展。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是
推进宁夏全域旅游的机遇，宁夏
长城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应该将“宁夏长城旅游”这一金
字招牌更好的展示出来，以此为
依托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
产业，宁夏的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应该在严格保护的基础上，
极少干预原有墙体，保存“原始”
风貌，突出古长城的古朴与苍
凉，打出有别于八达岭长城的旅
游形象。

深挖长城文化内涵 推进长城保护利用开发
调研组成员 张万静

结合长城、黄河、长征三大文化元素建设国家文化公园
自治区政协委员 段鹏举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
不仅对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
具有显著意义，而且为向世界讲好
中国故事提供了平台。要建设好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要在“理念”和

“建设”方面发力。
理念方面，宁夏要落实中办、

国办《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方案》，其核心是要对
长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通

盘考虑。宁夏具有“中国长城博
物馆”之称，而长征在宁夏则更有
影响力，有红军长征翻越最后一
座大山——六盘山，并且有“不到
长城非好汉”的千古名句，宁夏长
城、长征资源极其丰富，在黄河文
化、民族精神的支点上，两者同血
脉共传承。长城遗址分布的 15个
省区市都在积极建设长城国家文
化公园，其中陕西、甘肃、青海、宁
夏、新疆等省区自然环境、风土人
文等比较接近，因此，要融合长
城、黄河、长征历史资源，建设有
宁夏特色的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是
我们要面对的必然命题。宁夏既
有雄浑的大漠风光，又有悠久的
历史文化和浓郁的民族风情，汇
集了大山、大河、大草原、大沙漠、
大湖泊，而长城蜿蜒其中。宁夏
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就应将
长城、黄河、长征三大文化元素相
结合，在积极建设全域旅游示范
区的前提和背景下，催生更多的
新项目，发挥三大文化元素的多

元维度集聚效应，注重产品创新
与文化创意，多方发力，在全区五
市的建设布局上通盘考虑、突出
重点、各有特色，能够串起各地的
旅游资源，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打造成宁夏全域旅游的一个品牌
项目。

宁夏是中国共产党开展革
命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是红军
长征走向胜利的地方，数万红军
将士在此浴血奋战，对于红军长
征的记录，要记住两位新闻记者：
斯诺、范长江。他们的两本书《红
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中国的
西北角》，第一次告诉世界关于中
国的未来，关于红军长征，预言了
中国共产党，尤其范长江，在《中
国的西北角》《塞上行》中都对宁
夏、对中卫有着较翔实的记录。
在宁夏长征公园建设上，考虑增
加“中国新闻事业展示区”建设，
也是一个填补空白、丰富内涵，
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
化说话的好事。

宁夏因长城遗迹多、类型全
而被称为“中国长城博物馆”，境
内有战国、隋、明等长城约 1507
公里，这使得宁夏在建设长城国
家文化公园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
优势。

自秦代以来，宁夏引黄古灌
区的开发便伴随着长城的修筑，
尤其在明代达到顶峰。如今，黄
河宁夏段沿线仍有大量长城遗
址分布。千百年来，宁夏境内

的土长城护卫了银川平原、关
中平原，为中原的安定发展作
出了重大贡献。经过多年的风
吹雨淋，长城已垂垂老矣，墙体
千疮百孔，因此，对于长城的保
护已是迫在眉睫，此时国家提出
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对于
长城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保
护重于建设。

对于长城的保护，要有文
物意识，随着旅游的开发利用，
长城成为更多人欣赏的古迹，但
我们要做到：可远观而不可亵
玩 ，要 远 远 地 欣 赏 ，不 要 去 打
扰，更不要过分的商业开发而破
坏。我觉得这也是作为一个文
化人最为担忧的一点，所以应以
保护为主，开发利用次之。随
着下一步规划及建设方案的到
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上，要有百年大计的意识和历史
责任感，要用好长城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的专项资金，在走访中，
他了解到，有些地方的古城或
公园砖瓦已脱落，呈现出了千

疮百孔的遗憾和缺憾，因此建议
要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施工建
设过程中，精细到一砖一瓦，真
正打造符合宁夏山川风貌，具有
宁夏独特气质和西部风情的地
标建筑。

在建设过程中，要挖掘自秦
汉唐至明朝的历史文化名人及重
大历史事件，特别是在宁夏境内
留下痕迹的，要开发利用好历史
文化名人及重大历史节点，让历
史文化名人在长城历史文化公园
的建设上发挥名片效应，用历史
文化名人和实践相映衬，以艺术
雕塑或历史长廊的形式展示，使
之成为中小学历史文化教育基
地，从而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家
国天下的历史情怀。

作为一项涉及宁夏 86%以上
市县的重大文化工程，长城国家
文化公园对宁夏未来若干年的建
设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张学东
希望，到 2023年，宁夏能建成有别
于其他地区特色的、具有影响力
的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保护长城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自治区政协委员 张学东

保护遗迹梳理历史文化 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自治区政协“推进我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专题协商会发言摘编

编者按：
11 月 4 日，自治区政协召开“推进我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专题协商会。协商会上，与会人员听取协商报告说明，张锋、贺耀、段鹏举、张学东、赵实、张万静 6 位自治区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

围绕协商议题作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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