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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宁夏贺兰山下的漫葡小镇银装素裹，

天沐温泉酒店大堂又迎来了一批新游客。

“我和家人游览了贺兰山岩画和西部影视

城景区后，来到小镇泡泡澡，放松一下。”来自陕

西西安的游客张先生告诉记者。

来自宁夏银川市的左女士带着两个儿子滑

完雪后，在漫葡小镇上吃了贺兰山蘑菇臊子面，

也来酒店泡温泉。“小镇就在贺兰山下，景色好，

好玩儿的项目也多，我经常带孩子来过周末。”

左女士告诉记者。

数九寒冬，本是西北地区的旅游淡季，但漫

葡小镇却游客不断，成为宁夏冬季旅游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何以如此？“这主要得益于漫葡小

镇的多业态布局和深层次文旅融合。”酒店中心

总经理姜纯锋告诉记者。

银川市西夏区副区长刘娜告诉记者，贺兰

山西线拥有西部影视城、西夏王陵、苏峪口国家

森林公园、贺兰山岩画、滚钟口等知名景区，沿

线葡萄酒庄林立，是宁夏旅游的黄金地带，但过

去一直缺乏相应的服务配套设施。2014 年，西

夏区引进了漫葡小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小

镇形式打造贺兰山西线游客集散地和旅游度假

区，为游客集中提供服务。

目前，小镇已形成了功能完善的酒店集群，

开发了室内和室外地热温泉，还开张了美食街，

形成了吃、住、行、玩多业态发展格局。

“最初小镇主要承担游客集散地的功能，

是游客的出发地和落脚地，特色服务主要是泡

温泉。这两年，随着小镇名气越来越大，同时

也适应人们文旅消费需求的变化，小镇化流量

为‘留量’，向休闲度假转型，游客开始在小

镇住宿过夜，以往的一日游在向两日游、三日

游转变，拉长了消费链条。”漫葡小镇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渠道经理陈文静介绍说。

2020 年初，漫葡小镇启动新一轮升级建

设。一方面对现有设施进行提升，为温泉加入

文化创意，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适应年轻群体

的消费习惯推出了新的旅游产品。另一方面新

建星空夜市，建设音乐创作基地、天籁艺术村

等，加入文化艺术体验元素，将旅游度假、休闲

养生、餐饮购物等融为一体，大大增强了小镇的

“黏性”。

除了外地游客，越来越多的宁夏本地人也

来到小镇休闲度假，成为一年四季常态化消费

的稳定客源。漫葡小镇文旅深层次融合找准了

发力点，激发了消费潜力。

“对于老年人来讲，小镇也是康养休闲的好

地方。我办了温泉酒店年卡，每月都要和老伴

来四五次。”68岁的银川市民刘先生说。

“去年旅游旺季，小镇的客房每天都客满，

温泉日接待游客 2000 多人，星空夜市每晚接待

游客四五百人。50%的游客留下来吃饭和住宿，

小镇收益比前年同期增加了 20%。”漫葡小镇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康波告诉

记者。漫葡小镇推出“夜游贺兰山”星空探险特

色旅游线路，游客可以观星、探险，领略贺兰山

不一样的美。

西夏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局长朱立红

说，漫葡小镇正在将贺兰山西线旅游聚拢成一

个生态圈，实现资源共享和要素互补。

漫 葡 小 镇 变 流 量 为“ 留 量 ”
本报记者 拓兆兵 许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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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冬日

的山海关古城，别有一番静谧肃穆的景象。城墙

脚下的人家，青砖素瓦交相辉映，居民区与壮丽

的关城融为一体，描绘出一幅自然古朴的人文风

貌画卷。

河北现存不同时期的长城 2498.54公里，是

国内长城资源保存最完整、长城文化最具代表

性的区段之一。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项

目，山海关古城遗址保护提升项目正在积极推

进，预计今年夏天将完成古城风貌、人文景

观、商业环境以及管廊管线等基础设施的修护

和建设。

“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河北

已建立了 45个项目、总投资额 287.4亿元的省级

规划重点项目库。”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

记、厅长那书晨介绍说，目前，长城河北段已落实

资金 52.11 亿元，已开工项目 25 个，太子城遗址

保护和利用、可阅读长城数字云平台一期等项目

已基本竣工，金山岭文旅融合示范区提升等标志

性项目建设任务过半，中国长城文化博物馆配套

工程已启动建设。

随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高质量推进，古

老的长城将再展雄姿，焕发新时代风采，向世界

讲述精彩的长城故事。

从立制到立法——

为古城墙筑牢保护网

位于河北保定市涞源县的乌龙沟长城，建于

明代万历年间。1988年以来，当地人李凤鸣一直

守护着这段长城。2015年，他的儿子李勇接替父

亲成为了“长城保护员”。

“每巡查一次长城，平均要用 5个小时，平时

只能带上一些水，吃饭、休息也没个准点。”如今，

李勇父子所在的唐子沟村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乡

亲们相继告别世代居住的山村，而李勇则一个人

留下来，继续坚持守护长城。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长城保护新模式在河

北由来已久。2003年，秦皇岛市抚宁区探索建立

了“长城保护员”机制，将境内的长城分成 18段，

由 18 位农民分段巡护。2006 年，长城保护员制

度被写入国务院颁布的《长城保护条例》。

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河北将做

实保护传承工程，实施长城本体保护修缮、监测预

警等重大项目，建设长城文化博物馆、太子城遗址

公园等标志性展示载体，夯实长城保护根基。此

外，河北将做好长城周边旅游景区、建筑物整体风

貌设计，确保与长城遗址遗存协调匹配。

不久之后，河北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将进

入立法保护新阶段。据了解，《河北省长城保护

条例》已经省人大常委会二次审议，将对长城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立法。其中，科学划定了

840 平方公里的管控保护区，持续完善长城本体

及周边管控措施。

与长城结缘数十年的李勇一直关注长城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这对于长城保护有巨大的意

义，也将带动周边村落的经济发展。作为守护长

城的一员，我会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从文物古迹到文化名片——

为古地标赋予新内涵

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的规划设计中，

有这样几个关键词：大格局、大视野、大境界。

“我们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京津冀协

同发展、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等统筹推

进。”那书晨介绍说，河北省在文化和旅游部指导

下，率先编制完成《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

建设保护规划》，沿燕山、太行山脉串连起“两带、

四段、多点”的空间布局和展示体系。

在体现“万里长城”整体辨识度的基础上，河

北突出以“众志成城·雄关天下”山海关、“坚韧自

强·金山独秀”金山岭、“和平开放·大好河山”大

境门、“自信自强·冬奥胜景”崇礼 4 个长城重点

段为引领，精心构筑民族性世界性兼容的长城文

化地标、文化名片，充分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

“按照规划，我们将依托角山风景区，建设长

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标志性建筑——中国长城文

化博物馆，并围绕这一核心，集中在山海关古城

北部片区打造长城文化产业园，实施长城主体修

缮、配套设施建设等工程。”山海关区旅游和文化

广电局党组书记赵志勇介绍说，这些项目与博物

馆主体建设都将在今年开工。

记者了解到，新建的中国长城博物馆占地

106亩，规划了中国长城文化陈列展厅、长城国家

文化公园规划展厅、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

长城研究室、长城志愿者活动室等项目，人们可

以从中体验到 2000 多年长城历史文化民俗、长

城国家文化公园规划全貌，形成集教育培训基

地、社会实践基地、研学旅行基地等于一体的长

城文化展示基地。

为活化传承长城文化，河北省还策划推出了

“长城脚下话非遗”特色节庆、“长城人家”主题民

宿、“冀游长城”经典线路、“冀忆长城”文创产品、

“长城味道”特色美食等。同时，河北深入挖掘喜

峰口长城抗战遗址、山海关保卫战、冀东抗日根

据地等沿线红色文化旅游资源，打造“红色长城”

文化品牌。

从保护展示到文旅融合——

让“活化石”展现新风貌

秦皇岛长城遗存丰富，保存完好，集滨海长

城、平原长城、高山长城等于一身。漫步在长城

古道，近可观山，远可看海，是山海关独有的旅游

体验。

自 1952年以来，在国家和省市的支持下，山

海关对长城进行了 70多次维

护和修缮，但仍有一些断点，如

何将断点连通，打造一条贯通流畅的

长城风景线展示带呢？

“我们将运用新技术、新材料、新理念，将长

城的断点与豁口连缀起来，通过夜晚亮化勾勒出

逶迤长城的美丽身姿，并在长城沿线两侧设置旅

游步道、骑行道，让人们在领略雄伟关城的同时，

住在长城脚下，享受休闲度假生活。”赵志勇说，

长城风景道将把山海关长城旅游的“点状发展”

提升为“带状发展”，立体多维全方位释放长城承

载的历史文化气息，让“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

转变。

同时，山海关区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中，探索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城镇协同规划建设、

公共服务均衡配置的长城区域发展的新路子和

世界遗产地保护利用的新模式，打造一个提升人

民生活品质的文旅体验空间。

数字再现工程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点

内容，为此，河北省打造了可阅读长城数字云平

台，在全国长城沿线省份中率先推出可观看、可

阅读、可体验、可感悟、可游购的长城公共文化线

上互动平台，实现“一部手机游长城”。

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云长城河北”，点击进

入后，可以看到首页、观长城、读长城和游长城四

个板块，该平台通过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新技术，

实现 VR 全景、手绘地图、数字建模、智能导览等

功能一键触达，实时展示长城重要点段及周边的

文化遗产、自然景观、非遗民俗、诗词歌赋及食宿

住行等内容。目前，该平台共归纳收录了 80 余

万字的文字内容、3000余张图片资料。

位于秦皇岛市海港区的板厂峪长城景区，被

文物专家誉为“明代长城活化石”，在这段长城脚

下，考古发现的 200多座砖窑群是古长城建设的

重要文物。

目前，海港区文物保护单位对发掘出来的砖

窑群做了简单保护，部分向游人开放。未来，海

港区将结合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基于砖窑群

建设板厂峪长城窑址群博物馆，利用AR、VR、人

工智能和高科技方式，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区。

那书晨表示，为持续放大文旅融合发展的辐

射和外溢效应，实现文化、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相统一，河北建设和提升了金山岭长城、白羊峪

长城、崇礼太舞四季小镇等一批景区和度假区，

培育文化演艺、冰雪温泉、康养体育、研学旅行等

一批新业态产品，并打造了 22 个文旅融合示范

区和系列传统利用区，彰显长城文化的持久影响

力和强大生命力。

长城有色彩吗？有。我们看到的长城，

有的青砖砌成，有的黄土夯成，有的褐石垒成

……在很多地方，长城的色彩是单一的。河

北推进的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让我们看

到了长城更多的色彩：喜峰口长城抗战、山海

关保卫战、冀东抗日根据地，先烈们用血肉之

躯铸就了坚韧不屈的红色长城；沿线环境综

合整治，景观整体风貌修复，长城风景复合廊

道建设，生态涵养绘出了绿色长城；统筹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培育新兴业态，皑皑

冰雪与长城旅游相得益彰。未来，我们会看

到色彩更丰富的长城。

长城有年龄吗？毋庸置疑，长城是古老

的。几千年来，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

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的爱国情怀，像一

个饱经沧桑的老人，见证着历史。长城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保留了长城的古朴面貌，传承

着民族精神，也融入了新技术、新理念。数字

再现、文旅融合，让长城以崭新姿态屹立世

间。未来，我们会看到长城焕发出新活力。

长城有语言吗？答案是肯定的。长城是

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

象征。巍峨的城楼、斑驳的青砖、风吹雨蚀的

古墙，都在用无声的语言，诉说着这个文明古

国的千年过往和文化自信。国家文化公园的

建设，将使长城不再沉默，用今天的语言讲述

古老的故事，为后人书写中华民族的记忆，讲

述今天大美中国的新故事。

美哉，长城！壮哉，长城！用你的色彩，

绘出新时代美丽中国波澜壮阔的新画卷；用

你的语言，记录今天的人们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奋斗历程！

长城的色彩和语言
陈发明

图图①① 晨光中

的金山岭长城。

王立群摄

（新华社发）

图图②② 山海关

古城。

王金磊摄

（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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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漫城乡
河南省焦作市温县市民在文园书屋内阅读。近年来，温县

大力推进“书香温县”建设，建成覆盖城乡的城市书屋、农家书

屋、社区书屋等书屋430余个。 徐宏星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