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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华民族用 2700 年不断叠加

的奇迹要要要长城遥
在祖国西北大地上袁有一片拥有着

丰厚长城资源的土地院甘肃遥
作为长城文化资源大省袁甘肃拥有

战国尧秦尧汉尧隋尧明所筑的长城至少五

处遥 秦尧汉尧明三代万里长城的最西端

更是在甘肃境内袁总里程达 4000 公里袁
占全国长城总里程的四分之一遥

2019 年 8 月 20 日袁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嘉峪关关城袁察看关隘尧建筑布局和山

川形势袁听取长城文物遗产保护和历史文

化传承弘扬情况介绍遥 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院野当今世界袁人们提起中国袁就会想起

万里长城曰提起中华文明袁也会想起万里

长城遥长城尧长江尧黄河等都是中华民族的

重要象征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遥冶
挖掘长城文化价值袁阐释长城文化

内涵尧 传承与创新长城文化噎噎甘肃袁
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遥

阔野登城 感悟长城精神

当清晨的阳光划破黑夜，坐落于甘

肃境内的长城轮廓变得愈发清晰，矗立

在群山之巅，雄伟而壮丽。

登上古老的嘉峪关关城，风从历史

的深处呼啸而过。

嘉峪关是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起

点，它和附近的长城墙体、壕堑、关堡、

烽火台等共同构成严密的军事防御体

系，被称为“天下第一雄关”。

“嘉峪关地处河西走廊中部，东接

肃州，西望玉门，南北两山为屏障，讨赖

河为天险。”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副

教授陈光文介绍道：“从文献记载看，嘉

峪关的区位优势明显，早在汉代就已被

中央政府重视，在此设玉石障，五代时

又设天门关。”

历史上，长城曾经阻挡了游牧民族

南下的马蹄，也曾经在战火和岁月中

支离破碎。一次次坍塌，又一次次重新

屹立。它不仅是一项军事防御工程，更

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精神

的象征。

“同时，嘉峪关是中原与西域之间

诸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重镇。这一民族

和政治上的意象使得明清嘉峪关的地位

不断变化，折射到文化方面，形成了河西

走廊重要的文化地标。”陈光文补充道。

作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文化遗

产，长城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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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

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今天，人们沿着总书记的足迹，缓

缓步入历史悠久的嘉峪关关城。步入关

内，青石板路两旁，古朴的城墙历经千年

风雨洗礼，依旧屹立不倒，仿佛在诉说着

历史沧桑和时代巨变……

文物保护 构筑精神家园

巍巍长城，犹如巨龙，贯通千年文脉。

历经数百年的巍然屹立，来自于文物遗

产保护工作的创新发展，是一代又一代

“长城人”的接力守护。

“嘉峪关的修建前后历经 168 年，此

后又多次修缮，直到今天也未能间断。”

来到嘉峪关关城，嘉峪关丝路长城文化

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张晓燕在行进间介绍

道：“五年来，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

嘱托，在嘉峪关长城保护及文物保护方

面做了许多的工作。首先对长城本体进

行了维修性的保护，并且由过去的抢救

性保护转变为预防性保护和科技保护

……”

长城文化遗产保护一直是甘肃省文

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

近年来，甘肃先后组织实施了 30 多

项长城保护项目，并运用数字科技赋能

长城保护。同时，开展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

一场甘肃境内长城文化的保护、传

承与创新，如火如荼展开———

2021 年，甘肃发布《长城国家文化

公园（甘肃段）建设保护规划》，围绕突出

“万里长城”整体辨识度，共出台了保护

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

字再现 5 大重点工程及制定“河西汉塞”

等 3 处核心展示园、“居延古道”等 3 处

风景道示范段等 7 个方向的具体措施。

2023 年，嘉峪关加快推进长城国家

文化公园（嘉峪关段）建设，并成功入选

第二批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名

单，也是全国唯一以长城专题开展保护

利用示范的地区。

……

五年来，陇原儿女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推进长

城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取得了显著

成效。

如今，这在古老的长城上不断涌现

新的活力与光彩———无人机、激光扫描、

三维重建等先进技术对长城本体及周边

环境进行精准监测和数据分析；“我在嘉

峪关修长城”“我在长城博物馆修文物”

“小小长城讲解员”等研学活动，让更多

青少年实地了解长城营建历史，体悟长

城文化精神。

“我们不仅要保护好长城的实体形

态，更要传承好长城所蕴含的精神价

值。”张晓燕表示。

巍巍长城 焕发崭新活力

扼守河西走廊枢纽，长城静静矗立

数百年。它曾阅尽文化的交汇，也曾见证

中外古丝绸之路的交融。

如今，它承载着不同民族共同的荣誉

与梦想，迸发新的活力，走向更远的未来。

暑期的嘉峪关关城，热闹非凡。来自

全国的游客们或手持相机，或肩背行囊，

带着对“天下第一雄关”的无限憧憬与敬

畏来到此处。城门前，几位身着古装的

“守关将军”手持长枪，威风凛凛地站立

着，为每一位踏入关城的游客发放特制

的“关照”。

对于长城，光有保护还不够，还要高

度重视长城文化遗产的“活化”传承，充

分利用并挖掘长城的文化旅游价值。

“嘉峪关市围绕‘关城’和‘钢城’两

大重量级 IP，研发以‘我到嘉峪关修长

城’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主题的研

学产品，打造以传承长城文化为主的研

学基地。2023 年，该研学基地接待本地

学生 3000 人次。”嘉峪关文旅局局长赵

淑敏说。

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做好“长城 +”

这篇大文章，是保护传承历史文化、推进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有效路径。

近年来，嘉峪关市借助文旅融合新

契机，整合特色资源要素，挖掘特色文化

内涵，提升全域旅游品质，作为重要打卡

地的城市地标长城，吸引不少游客驻足

流连。2023 年，关城文物景区共接待游

客 281.34 万人次，较历史接待人次最高

的 2019 年增长 63%。

“这次嘉峪关关城之行，不仅让我领

略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景色，更让我

深刻体会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古

代人民的勤劳智慧。以后一定要多学习、

多探索，用自己的方式去传承和发扬这

份宝贵的文化遗产。”登完城楼，12 岁的

西安游客杨瀚哲感叹。

拾阶而上，放眼望去，长城在茫茫群

山间蜿蜒前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

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

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

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

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

放胸怀。

如今，硝烟已散，嘶鸣不再。让我们

轻抚这一座座砖石堆砌的文化之堡，在

一砖一瓦之间，感受它的壮美、厚重，续

写它的伟大、恒久。

渊王梓懿 雷雅妮冤

仲夏时节袁 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

发地纪念园袁艳阳高照袁碧空如洗遥
于都河畔袁 双帆船造型的中央红

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耸立袁 象征着

中央红军从此扬帆出征遥
90 年前袁 在于都集结的中央红军

86000 多名将士袁 星夜渡过于都河袁在
中华大地勾画出一条蜿蜒二万五千里

的野红飘带冶遥
长征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袁

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谱写的

壮丽史诗袁 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

史进程中的一座丰碑遥
为把这荣耀的红色印记永远铭刻

进人们的血脉袁 赣州全域打造长征国

家文化公园袁 让珍贵的长征遗址得到

保护利用袁 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焕发

出新的光彩遥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赣州段是以中

央红军长征出发袁 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袁
以及主力突围后留守根据地开展三年

游击战争等一系列长征史实为基础袁对
全市范围内的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进

行统一整合而形成遥 赣州段纳入江西省

调度的项目有 23 个袁约占 64%遥 截至目

前袁已完工 22 个袁一批重点展示园和以

长征步道为串联的展示带等长征国家

文化公园展示体系目前已基本建成遥

野长征第一山冶追寻红色足迹

“云石山高不过 50 米，别看它并

不高，但这里曾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央政府 1934 年 7 月至 10 月的驻地，

又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部队

长征出发地，被称为‘长征第一山’。”

近日，在瑞金市城西约 19 公里的瑞金

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

园内的“长征第一山”，讲解员正在给

省外游客李福水一家人介绍云石山的

红色历史。

今年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 90 周

年，瑞金以丰富的红色资源、多样的宣

教形式、优质的文旅服务，吸引了一批

又一批的游客来到瑞金追寻红色足

迹。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

瑞金以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

展示园及长征出发历史步道为主线，

串连市域内革命遗址、展陈场馆、红军

村及传统村落，打造了“长征决策和出

发”主题旅游线路，长期开展新时代新

长征旅游体验。

同时，瑞金积极利用本地丰富的

红色资源开展干部队伍思想建设，让

党员干部感受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

量。该市象湖镇东升社区党委组织部

分党员来到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

重点展示园参观学习，追寻伟人足迹，

缅怀革命先烈，坚定理想信念。在中央

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党

员们庄严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在

展厅，讲解员生动详细地为大家讲解。

展厅内每一件展品、每一幅照片，每一

段文字记载，每一个英雄人物事迹，都

在诉说着那段可歌可泣的革命岁月。

据统计，2023 年，瑞金中央红军长

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共接待研学

培训及各类游客 10 余万人次。

野长征第一渡冶聆听历史回响

走进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

发地纪念园，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

碑、东门渡口、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

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

中，一个个标志性建筑被伟大的长征

赋予璀璨光辉。

在长征大剧院，震撼人心的《长征

第一渡》，让观众重温当年渡河出发的

感人故事，了解长征时期的艰难险阻，

感悟伟大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

“作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转

化成果之一，《长征第一渡》吸引更多游

客变‘过境游’为‘过夜游’，让于都的红

色旅游更加红火。”于都县长征源旅游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曾丽娜说。

近年来，为落实“用好红色资源”

和“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

于都县深入挖掘红色资源，打造了涉

及 244 个村的长征历史步道。

来到祁禄山镇的长征历史步道，

当地称作“红军小道”，是长征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项目之一。该步道依然保

留着红军医院、登贤县苏维埃政府以

及游击战战场等遗址和遗迹。行走在

红军小道上，听着当地引路人的讲解，

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红军长征的艰辛。

“我们按照‘山上做明珠，山下串

珍珠’工作思路，串联山上红军小道，

山下登贤祠堂、美丽圩镇、村史馆等，

推动山上山下旅游一体发展。”祁禄山

镇相关负责人表示，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的建设，有利于当地文旅产业融合，

实现振兴发展。

近年来，于都县围绕长征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依托全县 18 个市级以上

红色名村、122 处红色旧址，不断保护

活化利用红色资源，让长征精神入脑

入心，代代相传；通过将长征文化与旅

游业深度结合，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

文化繁荣。

红色丰碑诉说光荣与梦想

“天将晓，队员醒来早。露侵衣被

夏犹寒，树间唧唧鸣知了……”近日，

来自外县的 100 余名中小学生走进位

于信丰县油山镇的赣南游击词主题

园，在赣南游击词石碑前齐诵《赣南游

击词》，回顾那段艰苦卓绝的游击岁

月，感受红军游击队与人民群众血浓

于水的感情，感悟坚定不移的革命意

志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自 2021 年 6 月投入使用至今，赣

南游击词主题园累计接待游客 60 万

余人次。”信丰县属国有景区负责人张

翔说，今年赣南游击词主题园将以纪

念中央红军长征出发 90 周年为契机，

通过举办红色研学、红色教培、红色旅

游推广等活动，将赣粤边游击战争故

事讲给更多人听。

信丰县是中央红军长征突破第一

道封锁线的所在地，是赣粤边三年游

击战争乃至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的

核心区域。

用好红色遗存，才能更好地赓续

红色血脉。

赣州市文广旅局局长李俊锐说，6

个国家级项目中，信丰县长征突破第

一道封锁线战场遗址遗迹、寻乌红色

文化保护传承项目、长征历史步道于

都 - 瑞金示范段、兴国县中央红军长

征出发准备重点展示园、瑞金市中央

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等 5

个项目已完工，对外开放。中央红军长

征出发纪念馆改扩建项目已由中宣部

组织专家团队进行调研，报批工作取

得阶段性突破。

信丰县赣南游击词主题园、宁都县

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纪念馆、崇义县

上堡整训纪念园、安远天心整军遗址遗

迹项目、于都长征学院、于都县长征出

发地八大渡口和六处旧址遗址遗迹、瑞

金市红井区域革命遗址遗迹、大余县池

江整编遗址遗迹、大余县梅岭遗址遗

迹、赣县区中央苏区贸易局遗址遗迹、

于都县红军街历史文化街区、会昌红九

军团长征出发旧址群、“长征路·兴国

魂”文化园、长征历史步道贯通工程、红

军村建设等 15个省级项目已对外开放，

石城阻击战重点展示园已试运营。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不仅是

对长征历史的缅怀和纪念，更是对长

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这些项目的实

施让赣南大地上的长征丰碑更加屹立

不倒，成为激励老区人民在新时代的

长征路上奋勇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

相信在未来，赣南将继续书写长

征精神的新篇章，让这座丰碑永远熠

熠生辉。

(秦海峰 温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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