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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的一张

“金名片”，举世闻名，它早已超出了我

国古代军事防御工程和古代建筑遗迹

范畴，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和中华

民族的精神脊梁。

“总书记好！”2019 年 8 月 20 日，嘉

峪关关城人声起伏，掌声延绵。这天，习

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拾阶登上城楼，

仔细察看关城布局。习近平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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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书记的脚步有深情，言语有深

意，他期望着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牵

挂着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他谋划着历

史文化保护传承，也嘱托着民族精神生

生不息。追随总书记的脚步，回顾那一

个个激动人心的瞬间，重温那一次次真

诚勉励，一句句深情嘱托，我们深深感

受到人民领袖的嘱托如春风化雨，浸润

着雄关儿女的心田。

深入发掘长城文化资源，积极推进

长城文化资源活化利用，加强长城文化

传播和文脉传承，是嘉峪关市弘扬传承

长城文化的抓手。近年来，嘉峪关市深

入挖掘长城文化价值，加强对长城文化

内涵的阐释，在保护基础上传承与创

新，以时代精神赓续中华文脉，让古长

城绽放新“芳华”。

续写长城故事
大力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登上嘉峪关关城只见飞檐斗拱，

“天下第一雄关”的巨大牌匾高悬城门

之上，历史厚重感扑面而来。拾阶而上，

放眼望去，长城在茫茫群山间蜿蜒前

行。硝烟已散，嘶鸣不再。轻抚一砖一

瓦，感受数百年前的雄浑气势延续至

今。

续写长城故事、昂首面向未来。推

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为做好长

城文化传承工作的必答题。

嘉峪关市按照国家《长城、长征、大

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及省发改

委联合省文旅厅、省林草局、省文物局

四部门《关于抓紧开展“十四五”时期文

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项目储备库编制

工作的通知》要求，及《长城国家文化公

园（甘肃段）建设保护规划》中对“明代雄

关”核心展示园的建设要求，围绕长城保

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

数字再现等重点，精心编制规划《长城国

家文化公园（嘉峪关段）详细规划》，积极

打造长城世界文化遗产重要标识地。

近年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让

关城景区焕然一新。作为长城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的先期推进项目，同时也是全

市政府重点投资建设项目之一，嘉峪关

关城景区改造项目估算总投资 1.58 亿

元，主要包括景区文化标识系统提升、

景区内部改造提升、景区绿化美化和环

境风貌提升、关城西门外环境整治及老

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五个子项。目前已

实施完成景区绿化美化和环境风貌提升

改造近 10 万平方米、公共服务设施配套

建设提升改造面积约 9298 平方米、公

共服务区供暖外线接入 1000 米、公共卫

生间改造及增设自助售票咨询服务等功

能、东闸门外广场和长城博物馆周边广

场铺装改造 6800 平方米，高标准完成

关城景区改造项目观摩活动。同时嘉峪

关市还结合实际积极谋划申报一般债券

项目 2900 万元，谋划长城文化核心展

示提升项目和嘉峪关市文化创意产业园

建设项目两个“十五五”规划重大项目。

长城岿然屹立，背后是文物遗产保

护工作的创新发展，是一代又一代长城

人的接力守护。

近年来，嘉峪关市实施文物平安工

程，推进长城保护重点配套工程和项目

建设。聚焦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

区的目标和要求，积极争取国家和省上

在政策、资金、项目、技术、交流推介等方

面的支持，编制形成《嘉峪关明长城文物

保护规划（2020-2035）》，合理划定保护

区和建设控制地带，科学界定区域管控

目标，做到保护传承、环境配套、数字再

现、文旅融合、研究发掘统筹推进，成功

申报入选国家文物局“第二批国家文物

保护利用示范区”。同时有序推进各项

文物保护工程顺利开展，五年来完成嘉

峪关石关峡口墩、大红泉堡、双井子堡、

嘉峪关长城石关峡口段（夯土四期）日常

保养维护工程及嘉峪关西长城、野麻湾

长城重点段落保护范围环境恢复工程并

通过竣工验收。

在漫长历史岁月中，长城饱经风雨

侵蚀和地震等自然灾害及人为损害，墙

体根部酥碱、墙面掏蚀凹进、表层夯土风

化、裂隙等病害多发。为了推动长城保护

方式从“看守保护”不断向“科技保护”转

变，近年来，我市持续加大文物保护科技

投入，通过无人机巡查、气象监测、文物

本体及环境监测、安防监控、反应性监测

等方法获得监测数据，遵循“实用性、规

范性、可靠性、安全性、扩容性”的原则，

建设监测预警管理平台，统筹负责全市

境内各级不可移动文物的日常监测，实

现各类基础资料和信息资源的采集、传

输、存储、管理和服务的数字化、智能化，

充分利用监测成果，编制《万里长城———

嘉峪关年度监测报告》《嘉峪关世界文化

遗产地年度评估报告》，及时掌握文物的

保存现状和病害情况，实现文物预防性

保护。

凝聚民族精神
着力打造长城精神研究弘扬主阵地

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众志成城的

爱国情怀、坚韧不屈的英雄气概……长

城，是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始

终感召着亿万中华儿女。

近年来，嘉峪关市以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嘉峪关关城对长城保护提出的重要

指示精神为依托，以嘉峪关长城保护、研

究、展示、利用、传承和弘扬为宗旨，以探

索实施长城保护与深层次挖掘长城精神

及其内涵为主线，立足全国长城历史文

化研究实际和嘉峪关独特资源禀赋，学

习借鉴省内外长城学术研究的成功经

验，积极深入挖掘长城历史文化内涵，形

成一批高质量理论研究成果，为我市长

城保护工作提供科学合理的理论基础和

智力支撑。

长城文化极为丰富，而且不断地充

实着新的内容和特色。为此，嘉峪关市积

极与国内知名科研机构和院校合作，加

强长城沿线城市学术交流协作。同敦煌

研究院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务实合作，选

派业务骨干外出研学交流，加强学术交

流互鉴和成果共享，创办长城学研究刊

物，举办“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甘

肃论坛暨嘉峪关长城峰会”“嘉峪关与明

代丝绸之路高层论坛”“守望长城———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嘉峪关一周年”文化艺

术作品展、文物保护成果网络展、文物保

护先进事迹宣传等长城文化主题论坛和

专题展览，邀请长城专家学者来嘉研讨

交流，系统总结和凝练长城精神，深入挖

掘长城文化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嘉峪关砖壁画数字化保护传承和

展示利用研究》《嘉峪关金石文化研究》

《长城精神研究》《甘肃镇考见略》《嘉峪

关市工业遗产调查与保护利用研究校

注》《基于文物监测的嘉峪关各类遗产要

素的监测技术档案规范化建设研究》

……30 余项各类省、市级研究课题和长

城研究新成果，进一步解读和阐释了长

城文化。同时，嘉峪关市还整理编撰了

《嘉峪关长城历史文化读本》《嘉峪关特

色文化》《嘉峪关关城古建筑三维激光扫

描影像绘本》《嘉峪关历史文献档案辑

录》《咏长城———长城诗歌》《嘉峪关历史

人物辑录》《嘉峪关金石文化研究》《嘉峪

关筑城史》《嘉峪关关城古建筑名词图

解》《河西走廊砖壁画》等长城文化研究

学术专著 30 余本，在省级刊物发表文

博系列专业学术论文 100 余篇。

长城事业既要“守得住”，也要“活起

来”。为了让文物“开口说话”，嘉峪关市积

极利用新媒体手段宣传弘扬嘉峪关文化

遗产，制作完成《专家讲长城》《我嘉有宝》

《魏晋墓烤肉》《黑山岩画》等系列嘉峪关

历史文化宣传短视频 20余部，并积极配

合完成新华网、人民网等中央级媒体对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的专题采访工作，着

力打造国内长城学研究的主要阵地。

关城脚下，坐落着我国第一座以长

城历史文化为陈列主题的专题性博物

馆———嘉峪关长城博物馆。嘉峪关市充

分发挥长城博物馆社会教育职能，深入

社区、军营、校园、乡镇等处开展流动展

览、社会教育活动近百场次，成功申报成

为全省仅有的两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之一。出版了儿童科普读物《宝贝

的宝贝》《家乡的宝贝》，举办各类长城公

开课、长城主题夏令营，建立长城研学游

基地等活动百余场次，引导公众参与长

城保护，感知长城文化。

持续擦亮金字招牌
大力推进长城文化重要标志地建设

扼守河西走廊枢纽，嘉峪关关城静

静矗立数百年。它曾阅尽游牧文化与农

耕文化的交汇，也曾见证中华民族与西

方世界经由古丝绸之路的交融。

漫步景区，驼铃清脆，马蹄声声，回

荡于巍峨的城楼、苍茫的戈壁，似从千百

年前传来。

为持续擦亮“天下第一雄关”金字招

牌，嘉峪关市落实落细中央、省、市对长

城保护传承工作的相关决策部署，积极

推动了长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更加凸显长城文化研究的专业性、权

威性、时代性、影响力。不断深入挖掘嘉

峪关长城文化研究，运用新媒体、新科

技、新手段等多元化展陈方式，传播长城

文化，讲好长城故事，不断提升长城文化

传播力、影响力，立体式展示嘉峪关关城

的独特魅力。

好的政策是行动的先驱。嘉峪关市起

草《嘉峪关市进一步加强新时代长城保护

传承工作五年行动方案（2022要2026
年）》。明确了夯实保护责任、推动文物保

护利用示范区建设，提升研究水平、打造

长城精神研究弘扬主阵地，积极宣传弘

扬、持续放大嘉峪关长城文化的对外影响

力等方面重点工作思路和举措，为嘉峪关

市新时代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提供了方向

指导。同时创新长城文化传播形式和内

容，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来嘉开展“丝

路讲堂”“长城讲堂”“嘉峪关市长城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与文旅融合发展培训班”等

各类讲学20余次。“八棵树精神”宣讲团、

青年讲师团、优秀讲解员队伍等优势资

源，传播长城文化，讲好长城故事，不断提

升长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

未来，嘉峪关市将立足守住长城文

化精神根脉，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

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

慧，不断探索和创新传统文化的现代表

达方式，以文化自信构筑中华民族共有

的精神家园。

近日袁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

指出袁甘肃历史文化积淀深厚袁红色文

化资源丰富袁要传承好红色基因袁加强

文化遗产保护袁支持敦煌研究院建设世

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

高地袁建设好长城尧长征尧黄河国家文化

公园袁 为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精神力

量遥殷殷嘱托袁催人奋进袁金川区文旅系

统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袁要牢记总书记嘱

托袁凝心聚力袁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本土

文化尧长城文化尧沙井文化价值袁着力推

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袁不断提升金川

区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传承利用水平遥

守护文物瑰宝
绽放金川文化新辉

文物承载着历史的记忆袁见证着文

明的传承遥 在金川区袁文物保护工作正

稳步推进袁焕发出新的光彩与活力遥
近年来袁金川区在文物保护方面取

得显著成效遥特别是通过第四次全国文

物普查工作袁对金川区内不可移动文物

进行了全面梳理和保护遥 目前袁已完成

50 余处不可移动文物的实地调查工

作袁为加强文物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遥
陈家沟关帝庙作为金川区仅存的

一处古代木建筑袁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

化价值遥 据金川区文保所所长吴霞介

绍袁关帝庙是供奉三国时期蜀汉大将关

羽的神庙遥殿内正墙及两面山墙绘有大

量彩色壁画袁内容丰富袁线条流畅袁色彩

饱满遥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曾应邀前

往金川区察看关帝庙壁画袁提到关帝庙

壁画在清代寺观壁画中亦属精品袁并对

壁画保护工作给出了指导意见遥
吴霞告诉记者院野为了让文物耶活起

来爷袁 区文保所积极对接敦煌研究院开

展陈家沟关帝庙壁画保护修复和数字

化展示项目袁从而进一步宣传金昌本土

的历史文化袁更好地传承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遥 此次袁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的讲

话为我们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指明了方

向袁接下来袁我们将持续推进长城烽火

台遗址保护修缮尧关帝庙壁画保护修复

和数字化展示等项目袁不断提高文化遗

产保护能力和水平袁持续加强文化遗产

的整体性尧系统性保护袁推动全区文物

事业进一步取得新成效遥 冶

深耕沙井文化
助推金川文化繁荣

金川大地袁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袁沙井

文化之美袁不仅在于其古老神秘的魅力袁
更在于它为金川文化增添的独特韵味遥

野保护弘扬沙井文化袁任重道远遥 冶金
川区博物馆馆长孙国鹏感慨道遥沙井文化

作为金川区珍贵的历史文化瑰宝袁距今已

有 3000 到 2500 年的历史袁 三角城遗址

也是中国沙井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

存袁对于研究甘肃史前文化和西北地区多

民族融合发展史有重要的历史价值遥
近年来袁金川区坚定文化自信袁着力

在挖掘尧研究尧传承尧保护沙井文化上下功

夫袁 通过开展文物进课堂尧野流动博物馆冶
进社区等活动袁 让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袁
了解文物遥 同时袁实施了三角城遗址保护

利用设施项目袁稳步推进文化遗产保护遥
孙国鹏表示袁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

神袁为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

根本遵循和强大动力袁激励我们用心守

护中华文化瑰宝遥 接下来袁金川区博物

馆将继续深入挖掘沙井文化重要价值

内涵袁讲好沙井文化故事袁让老百姓看

得懂尧感兴趣尧想参与尧有收获袁让沙井

文化这一珍贵的文物和文化遗产进一

步焕发光彩袁永续发展遥

力促文旅融合
赋能金川文化发展

近年来袁 金川区始终秉持以文塑

旅尧以旅彰文的理念袁促使文化与旅游

在更广泛的领域尧更深入的层面尧更高

的水准上实现融合发展遥 不仅组织了

野活力金川窑百姓文化大舞台冶野书香金

昌窑全民阅读周冶野金川文化大讲堂冶野广
场舞大赛冶野薰衣草集体婚礼冶等系列活

动袁向游客展示了金川区的多彩文化魅

力尧蓬勃发展活力和浓郁人文气息遥 同

时袁还依托金川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资源袁如金川织褐子技艺尧金川制毡

等袁开展非遗保护传承工作袁推动传统

文化与现代旅游融合发展遥
记者了解到袁截止 8 月底袁金川区

接待游客 311.7 万人次袁 实现旅游花费

17.96 亿元袁 同比分别增长 28.13% 尧
36.06%遥

金川区文体旅游局党组成员李彦

龙表示袁 习近平在甘肃讲话时指出袁促
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袁把文化旅游业

打造成支柱产业遥 在当前文旅融合发展

的大背景下袁区文体旅游局将积极探索

工作新思路尧新方法袁打造文旅新品牌袁
向传统文化要创意尧 向跨界融合要活

力袁坚持以文塑旅尧以旅彰文袁开展丰富

多彩的文体惠民活动袁加强文物保护传

承和开发利用袁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

展袁为金川区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

文体旅游力量遥 渊据金昌文旅冤

嘉峪关关城

古长城绽放新“芳华”
———嘉峪关市长城文化价值发掘和文物遗产传承保护工作纪实

阴 本报特约通讯员 朱玲

悬臂长城

牢记嘱托 绽放文化新辉！金川区大力推动文物保护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陈家沟关帝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