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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宁夏段）建设

的对策建议

2024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强调“建设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谱

写好宁夏篇章”，并指出要“加强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积极发

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宁夏的长城沿线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

和自然景观，构成了复合型的遗产体系和整体文化空间形态。

以长城文化为主题的区域性文化空间融合了历史文脉、文旅业

态及生态环境，为宁夏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多样化的文化实

践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

案》；2021年8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长

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体现着国

家文化标识构建与文化空间的生产过程，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

保护建设不是简单的文物保护，而是依托长城文物及其相关文

化资源打造出一个主题鲜明、内涵明确、功能完善、文化标识

性强的公共文化空间，也是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模式的

创新。

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宁夏段） 建设现状

宁夏是我国现存长城遗迹较多的省份之一，长城遗迹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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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 19个县（市、区），现存墙体总长度 1038千米，附属设施

1225座。2019年以来，宁夏积极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宁夏

段）建设，依托长城文化资源，打造“中国长城博物馆”品牌，

推动长城文化挖掘和文旅融合发展。

（一）各项建设有序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宁夏段）建

设以来，累计争取资金 3.07亿元，实施本体修缮、公共服务基

础设施、旅游设施、环境整治等项目31个。目前，长城国家文

化公园（宁夏段）已通过形象标志和宣传标语构建了长城文化

的形象识别系统，对全区长城沿线具有历史性和代表性的展示

园、展示带、展示点进行统一标注。在主题展示区建设中，实

施了战国秦长城原州区段、明长城横城至花马池段、大武口西

长城段、盐池安定堡至长城关段、中卫姚滩至胜金关段、同心

内边长城韦州至下马关段等长城文化旅游复合廊道建设项目，

以展示长城本体为主线，有机串联长城沿线文化、文物、旅游

资源。

（二）文化功能初步发挥。目前，宁夏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文化建设的探索中主要是以博物馆和长城本体展示相结合的文

化遗产展示模式。已建成宁夏长城博物馆和战国秦长城博物馆，

并对公众免费开放。贺兰口、姚滩、水洞沟、兴武营、战国秦

长城、将台堡等六个核心展示园及沿线部分特色展示带、特色

展示点配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具备开放参观的条件。

（三）文旅融合初见成效。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宁夏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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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区建设中，以项目推动贺兰山、河东、固原三大单元

长城沿线重点旅游景区、特色小镇、旅游驿站、观景点基础设

施建设，并将20处长城点段纳入长城主题国家级旅游线路，有

效推动长城沿线传统村落发展文化旅游和特色产业。如，盐池

县将长城保护和开发利用相结合，打造了集“休闲观光、户外

运动、文化体验、星空露营”为一体的观光旅游带，依托兴武

营、英雄堡等长城沿线古村落打造精品线路，构建了“长城+古

城+村落+草原+生态牧场”的“长城经济”发展新模式。

二、存在的问题

（一）保护管理工作“合力”不够。长城是跨行政区域的大

型线性遗产，其保护受自然、人为和行政区划等因素影响，在

建设与运行过程中面临多地协同工作问题，如宁夏与内蒙多段

长城处于行政边界上。而同一区域的长城，多部门参与时也需

明确各自责任的问题。在形成“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

载体”的过程中，保护管理合力不够、资源如何合理配置也是

重要的考验。

（二）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挖掘还需深入。对长城文化区域

内各类文化资源的深度研究、文化精神的挖掘也是长城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的重要基础支撑之一。虽然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宁

夏段）在建设过程中突破博物馆式的文化保护理念，并深入挖

掘中华民族精神标识的深刻内涵，但是在文化遗产的创新发展、

价值挖掘方面较弱。仍需加强探索整体性、活态性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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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模式，通过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和传统利用等

方式的结合来拓展文化遗产的社会文化空间，深入挖掘长城国

家文化公园的文化内涵和多元价值。

（三） 文化资源整合需要加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宁夏

段）对长城的展示内容和方式具有一定的同质化现象，与区域

人文环境的结合程度较低，没有深度体现长城文化区域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民俗风情和文化底蕴，沿线村庄特色文化挖掘也

不足，还需进一步加强长城沿线的文化资源整合和遗产景观空

间营造。

三、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宁夏段） 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 凝聚管理保护工作的合力。坚持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宁夏段）的管理保护工作由国家统筹领导、统一规划，在此基

础上成立自治区级专门机构统一行使管理权，明晰央地关系事

权界限，做好共享事权的“分级”，实施统一、分级的管理制

度。适应大型线性文化遗产的特点和跨区域、跨省市、跨部门

协同的需要，形成政府主导、群众支持、社会参与的协同机制。

加强与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和甘肃省等相邻省份的区域合作，

建立信息共享、长效合作机制，实现资源共享、权责互联。

（二）深入挖掘宁夏段的内涵和价值。国家文化公园将具有

中国特色的大型遗产保护与文化传承结合起来，旨在集中打造

中华文化重要标志和探索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新路，形成彰

显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公共文化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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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宁夏段）可以通过特定文化区域与空间中

具有国家意义的文化资源，在长城建筑遗产及其相关文化遗产

的基础上进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来展现中华民族

的文化自信、文化精神和文化魅力。首先，通过结合宁夏地域

特色，将宁夏的历史文化、黄河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等融入其

中。其次，不断推进高校、科研院所对长城文化、遗产保护、

开发利用的系统性研究，推动长城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产

业融合发展，打造长城文化旅游品牌。最后，建设宁夏长城资

源数字化管理平台，推动长城文化资源和遗产信息资源数据互

联互通、共建共享、开发利用，强化长城文化的传播价值。

（三）加强长城文化区域的文化资源整合。长城国家文化公

园跨越较大的区域范围与部门领域，涉及较多的文物和文化资

源，整合各类资源尤为重要。首先，加强对长城文化区域内长

城文物和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发挥文化资源的发展价值，在

主题展示区的基础上通过点、线、网的文化空间关联建设综合

复合廊道，以旅游公路、骑行道、步行道基础设施将长城文物

和文化遗产串联。其次，实现就近历史城镇、传统村落和自然

生态、现代文旅优质资源的文化、信息、服务、交流互通，带

动周边的文旅产业发展，助力长城沿线地区的乡村振兴、文旅

融合与共同富裕。最后，在自然生态空间、生产空间与生活空

间的协调中实现长城区域文化的完整性与本土化文脉的延续，

以遗址、博物馆为载体的物质文化遗产构成展示的内核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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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传统节庆、民俗文化和艺术表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精神

文化展示空间，以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街区构成展示的传统利

用空间。

（四）推动社会力量参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首先，鼓

励企事业单位、民间团体、志愿者个人等多方主体参与保护长

城工作。其次，开展互动式参与活动，如沉浸式文旅演艺、长

城音乐节、长城沿线徒步活动、体育赛事等，使人们在社会文

化活动中感受到长城的景观与文化价值，增强对历史文化遗产

的亲历性，在全社会弘扬长城精神，推广长城文化 IP。最后，

通过文旅融合发展和各类研学活动，引导参观者参与长城文化

区域的文化、民俗活动，在有形有感的互动体验中增强对长城

文化、地域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

（执笔人：宁夏大学　耿宇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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