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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之名建公园———

四川如何让长征故事焕发时代活力

文化公园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河南段）规划出炉

从强化顶层设计，到保护文化遗产本体，再到推动研究阐释、文旅融合，山东
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面正在走出一条全域融合发展之路。过去几年，山东挖掘
梳理齐长城、黄河、大运河沿线文化遗产资源，重视省市县联动，以科学规划护航
项目实施，以大格局理念推动国家文化公园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取得阶段性
成效，深刻影响相关区域的文化旅游业态发展。

国家文化公园
在山东实现全域融合发展

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四川段）建设规划面积 15.6 万平方公里，规划省
级重点项目 34个、重点展示园 11个、集中展示带 3条

荫截至目前，全省已开工项目（含子项目）452个，完成投资超 370亿元
荫要有效利用红色资源、充分发扬红色传统，讲好长征故事，不仅把长

征国家文化公园建成示范工程，更要建成文化工程、民生工程

在泸州市古蔺县永乐街道德付村一

组，一段没有任何修葺的小路，为何每天

都能吸引各地的游客和学者打卡？

答案与长征有关。这条连通四川与

贵州的小路，是当年中央红军长征中四

渡赤水时走过的路。12 月 13 日，长征国

家文化公园（四川段）建设现场推进会观

摩环节，与会者重走了这段“长征路”。

自 2019 年启动以来，长征国家文化

公园（四川段）建设已近 5 年时间。如何

让长征故事伴随着建设成果焕发时代活

力？四川做了哪些工作？进展如何？下一

步又将有哪些举措？记者进行了采访。

进展如何？已在 15.6 万平方公里范

围内开工 452 个项目

1935 年 1 月至 1936 年 8 月，中国工

农红军长征在四川期间，转战 10 个市

（州）、72 个县（市尧区），足迹遍于全川东

南西北，行程约 21000 里。

2019 年，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四川

段）启动建设。2022年，四川省印发《长征

国家文化公园（四川段）建设保护规划》。

根据上述规划，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四川段）建设规划面积 15.6 万平方公

里，规划省级重点项目 34 个、重点展示

园 11 个、集中展示带 3 条。

现场推进会上，省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四川段）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相关负责

人透露，截至目前，全省已开工项目（含

子项目）452 个，完成投资超 370 亿元。

“一大批项目建设已初现成效。”上

述负责人介绍，泸州市太平—二郎四渡

赤水长征历史步道项目建设基本完成，

太平渡渡口提升、毛泽东入川第一桥保

护利用等 15 个项目相继完工；甘孜州泸

定桥核心展示区初具规模，丹霞小镇、石

渠县十八军进藏集中展示园全面建成；

阿坝州卓克基官寨、懋功会师重点展示

园等项目稳步推进。

“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高标准高

质量推进建设尤为重要！”省委宣传部宣

传教育处副处长李春槐认为，作为一种

公共文化载体，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既是

国家的象征，也承载着民族文化的内涵。

今年 8 月，省委省政府联合印发的

《关于加快推进革命老区脱贫地区民族

地区盆周山区振兴发展的意见》明确，要

实施一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和烈士纪念

设施提升工程，建设一批红色文化传承

标志性工程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其中，

加快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四川段）是

重要组成部分。

困难何在？不仅是示范工程，还要建

成文化工程和民生工程

“面积大、各地进度不一、资金统筹

难度大。”谈及在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四川段）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会

者打开了“话匣子”。

以资金统筹为例，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的资金统筹是按照“中央统筹、省负

总责、市县落实”的原则，多数建设资金需

要地方自筹，资金统筹争取难度大，一个

环节没做好就可能会严重影响建设进度。

再以项目规划和包装为例，地方人

才储备不足，导致对红军长征历史研究

不深，在项目规划和包装时“偶有偏差”。

但令人欣慰的是，与会者都有这样

一个共识：“要有效利用红色资源、充分

发扬红色传统，讲好长征故事，不仅要把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成示范工程，更要

建成文化工程、民生工程。”

面对困难，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四

川段）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相关成员单位

和沿线市（州）也在积极谋划。

如何宣传好红军长征在四川的红色

故事？省委党史研究室将持续推进《红军

长征在四川大事记》《毛泽东长征在川大

事记》等书籍的创作和出版。“深度研究

将破解历史研究不深的问题，更有助于

各地对项目规划的理解。”省委党史研究

室相关负责人说。

交通运输厅则按照“补齐基础短板、

扩展服务功能、打造精品路段、推动融合

发展”的总思路，编制印发《“重走长征路”

四川省红色旅游交通运输专项规划》。

省文物局通过优化长征主题展示体

系，统筹安排 4000 余万元相关资金，实

施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等 16 家长征

主题场馆展陈提升；推动沙窝会议会址

等革命文物对外开放，既解决了资金统

筹难题，也探索出了红色旅游发展和革

命文物保护利用的路径。

“四川还面临着建设点多面广战线

长的现实。”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四川

段）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我省将以“四不两直”等方式开

展定期督导，加力加劲、担当担责，进一

步建立健全建设工作评估考核机制，用

实实在在的建设成果，为奋力谱写中国

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提供强大持久的精

神力量。 渊赵荣昌冤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齐长城临朐段景观

临清舍利塔

织牢遗产保护立体网络

齐长城在潍坊市临朐县境内有主、

复两条线路，共计 64.89 公里，占齐长城

总长的 1/10；保存墙体长度 37.73 公里，

约占齐长城现存墙体总长的 1/9，经过

156 座山头、40 余个村庄。

近年来，临朐县将长城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作为文化“两创”新标杆、文旅融

合新名片来打造，以齐长城保护为主线，

因地制宜、因段制宜，深入挖掘长城文

化、景观和精神价值，突出活化传承、合

理利用，打造独具齐风鲁韵的齐长城人

文自然风景带。

当地将文物“四有”工作纳入全县高

质量发展综合考核，在省内率先启动齐

长城保护公益岗招聘，探索建立全覆盖、

网格化文物巡管员队伍，目前已招聘

130 多名文物巡管员，实现齐长城沿线

所有文物有人盯、有人管和常态巡。

在强化“人防”的同时，临朐县深挖

物联网、大数据、卫星遥感等文物保护新

方案和新技术应用，利用 24 小时不间

断的安防监控系统对文物巡管员进行辅

助考核。此外，综合运用制度机制、资金

投入等手段，夯实文物安全“物防”保障，

探索形成“人防 + 技防 + 物防”齐长城文

物安全巡管“临朐模式”。

在全省层面，为保护好齐长城，山东

有序开展城子崖遗址、焦家遗址、稷下学

宫遗址等一批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加

快推进滨州黄河文化保护利用、南运河

文化遗产展示中心、齐长城（锦阳关段）

保护利用等项目。

强化文化要素解读阐发

临清市是大运河沿线重要城市。过去

几年，临清市成立由市委书记、市长任组

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实行“专班 + 公司”运

行模式，有力推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

物保护、文化传承、资源利用等工作。

为强化对运河文化遗产挖掘阐释，

临清市加强文化展示和设施建设，挖掘

运河文化内涵，完善提升钞关主事官房、

钞关甬道、鳌头矶的展示设施和内容，植

入山东手造、临清非遗、京剧体验、木偶

剧场、运河书局等 10 余项展示

体验项目，推动文化遗产活化

利用。

同时，当地实施临清运河

钞关、舍利塔的布展和业态丰富、环

境整治等工程，建成停车场、游客服

务中心等配套设施，推进钞关、鳌头矶等

文物景点智慧化、数字化改造，不断提升

文化旅游品质。依托丰富的大运河文化，

委托专业团队完成实地调研和文旅品牌

策划，面向全国开展旅游宣传口号征集，

确定发布“猫在临清·运味十足”的宣传

口号和城市 IP 形象“临清狮猫”。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

相关负责人介绍，如今，山东在国家文

化公园研究阐释方面取得新成果，比如

设立国家文化公园研究专题，推出《时

代的脉动与文明的记忆》《齐长城志》

《黄河文化通览》等一批研究成果；深入

实施“齐鲁文艺高峰计划”，聚焦长城、

大运河、黄河主题，创作推出人文纪录

片《齐长城》、中国画《齐人筑长城》、大

型舞台剧《红石崮》等。

打造融合发展新样板

齐河县位于德州市最南端，与省会

济南紧密相连，也是德州唯一的沿黄县，

拥有 63.4 公里的黄河生

态廊道、万亩林海、黄河湿地

等生态资源。近年来，当地以黄河

国际生态城为核心，以沿黄 5 个乡镇为

重点，按照“规划一批、建设一批、运营一

批、提升一批、储备一批”的工作思路，谋

划实施重大文旅项目 20 余个，总投资近

千亿元。

为在新兴业态上求突破，齐河县在

“文旅 + 研学”方面，依托黄河文化、红色

文化等资源，整合打造 19 处研学旅游示

范基地，策划 10 条自驾游精品线路。在

“文旅 + 体育”方面，成功举办 2023 生态

齐河·黄河湿地马拉松、山东省自行车黄

河挑战赛、中国攀岩联赛等活动。在“文

旅 + 露营”方面，打造了中国驿、安德湖

露营地、黄河第一驿站等一批房车帐篷

露营地，黄河国际生态露营基地已经开

工建设。

齐河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

长宋毅介绍，齐河县还以民俗文化为媒，

加快整合黄河号子、打夯小调、绣球灯

舞、一勾勾等 30 余种地域文化，深入挖

掘传统节日、二十四节气等民俗文化资

源，推出《河清海晏·礼乐齐河》《伴河而

生》《美丽齐河我的家》等情景表演。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山东将继

续实施文旅提质赋能计划，不断提升沿

线旅游景区、特色民宿、休闲乡村品质。

加快推进全省国家文化公园沿线的重点

项目建设，强化资金、用地、政策等要素

保障，提升环境配套水平。

渊文旅山东供图冤2023生态齐河窑黄河湿地马拉松现场

齐河县

12月 13日袁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渊四川段冤建设现场推进会上袁与会者
重走一段野长征路冶遥

12 月 20 日袁记者从省发展改革

委获悉袁河南省近日正式印发叶黄河

国家文化公园渊河南段冤建设保护规

划曳渊以下简称叶规划曳冤袁围绕保护和

传承好黄河文化袁在省内 10.13 万平

方公里的范围内对野黄河国家文化公

园冶建设作出统一规划部署遥
野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是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

大决策部署遥河南是黄河文化的核心

区域和集大成之地袁被国家确定为黄

河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遥 冶省发

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遥
值得关注的是袁黄河国家文化公

园并非单单指一个野公园冶袁作为一个

概念袁其规划范围包括黄河干支流沿

线区域及引黄受水区遥 其中袁干支流

沿线区域涵盖郑州尧 开封尧 洛阳尧安
阳尧鹤壁尧新乡尧焦作尧濮阳尧三门峡尧
济源示范区袁 引黄受水区涉及平顶

山尧许昌尧商丘尧周口遥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如何布局建

设钥叶规划曳明确袁要着力构建野一核三

极引领尧一廊九带联动尧十大标识支

撑冶的总体布局遥其中袁野一核冶是指郑

汴洛曰野三极冶指豫晋陕尧豫冀鲁尧豫皖

苏联动发展极曰野一廊冶是指以黄河干

流为核心轴线袁生态屏障尧弘扬文化尧
休闲观光 野三位一体冶 的综合廊道曰
野九带冶 指以伊洛河尧 贾鲁河尧 古济

水-沁河尧洹河尧漳河尧黄河北流故

道尧黄河南流故道尧沿豫北太行山尧沿
豫西秦岭余脉为线串联起来的生态

文化之脉曰野十大标识冶则是以野人类

发源冶野文明历程冶野生产生活冶 等 10
大价值主题为框架袁从河南黄河沿线

重大文物和文化资源中遴选 200 处

文明标识袁构建黄河文明标识体系遥
按照分类建设原则袁黄河国家文

化公园将划定管控保护区尧打造主题

展示区尧建设文旅融合区尧优化传统

利用区遥 在建设目标上袁到 2025 年袁
河南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

中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彰显曰展望

2035 年袁 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

河文明展示带和文明交流互鉴平台遥
作为重要抓手袁叶规划曳明确了要

推进的 5 类重点工程遥保护传承工程

方面袁将开展黄河文化遗产资源调查

认定曰对古代都城尧都邑遗址以及古

建筑等黄河沿线文物本体进行保护曰
构建黄河文化博物馆体系袁建设黄河

国家博物馆渊郑州冤尧河南博物院新馆

渊郑州冤尧中国文字博物馆渊二期冤渊安
阳冤3 个国家级综合馆袁 河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新院渊郑州冤等 11 个国家

级特色主题馆以及 14 个市级黄河主

题展馆遥 研究发掘工程方面袁要实施

重大考古研究发掘项目袁创作黄河主

题文艺作品等遥 环境配套工程方面袁
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袁构建快速

畅通交通网络袁完善旅游配套服务设

施等遥 文旅融合工程方面袁要建设郑

汴洛黄河文化国际旅游目的地袁建设

提升一批高等级旅游景区等遥数字再

现工程方面袁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袁打造野云游黄河冶线上体验空间遥
渊孙静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