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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达岭长城和石峡关长城脚下有

一座“长城村”，这就是位于北京市延

庆区八达岭镇的石峡村。近年来，依

靠长城资源谋发展，持续发掘长城文

化魅力，石峡村逆袭成为网红打卡地，

村民也从此走上致富路。

沿着八达岭古长城脚下的山谷一

路向南，被群山环绕的石峡村渐入眼

帘。站在村口仰望，三面都是长城，石

峡峪堡关城遗址静静矗立在村口，诉

说着长城与这座明代古村的故事。

始建于明代的石峡村，是居庸关

北部关隘，古时是战略要地。时至今

日，村里依然留存着葫芦井、练兵场、

烧窑厂等多处历史遗迹。“石峡村因长

城而兴。如今，全村 120 户人家，八成

村民都是长城保护志愿者。”石峡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汉东说。

自发保护长城的村民们，不仅保

留下乡愁，也点亮村子的发展路。地

处深山的石峡村，发展曾面临重重困

难。早些年，石峡村以农业为主，由于

土地贫瘠，村民收入有限；如今，借助

长城文化资源，一个数十家民宿组成

的民宿集群已然形成。村里设立了

“石光长城”品牌，串联起农文旅产业

链，带动村民经营起酒坊、油坊、山茶

坊等配套工坊。

“忆情忆事忆遗韵、品风品古品乡

愁。”沿着村里的石头路继续前行，便

是石峡村乡情村史陈列室。陈列室

内，村民们捐赠的一件件老物件讲述

着长城石峡段的前世今生。

“除了自然风光，很多游客对关于

长城的故事特别感兴趣。”石峡村党支

部委员谷文亭说，村里开办长城主题

书店、开展长城文化体验活动等，让游

客对长城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从特

色农产品种植到农产品加工，从古长

城旧址保护到新乡村旅游开发，石峡村构建了完整的产业链。”

李汉东说。

眼下，正是延庆区的金秋采摘季。石峡村顺势而为，布置乡

村网红夜市、美食市集。在这个依偎在长城怀抱里的小山村，慕

名而来的游客住石屋、望长城、赏星空、听虫鸣，享受长城脚下的

慢生活。

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延庆区正建设石峡关谷休闲农业

集聚区，石峡村将着力打造“景区化星级村庄”。“未来，通过环境

持续提升、历史遗迹活化利用、文旅深度融合等，石峡村将打造

成以长城为特色的北京市‘百村示范、千村振兴’工程示范村。”

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党委书记李清华表示。

“我们将建设好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做好长城保护和资源开

发，讲好长城传承利用的新故事，推出更多精品旅游线路，不断

丰富长城主题文旅产品供给，将长城资源禀赋转化为乡村振兴

动能。”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洪炜说。

暮 鼓 晨

钟。作为中轴

线北端的地标建

筑，位于北京地安门

外大街的钟鼓楼与天

安门、端门、故宫构成

的朝堂区域共同组成

《考 工 记》所 载“ 面 朝 后

市”的都城规划范式。如今，在现代科

技加 持 下 ，古 老 的 钟 鼓 楼 焕 发 新 的

光彩。

走进鼓楼，经过腾退修缮的鼓楼

一层恢复了券洞历史原貌，7 个券洞

被充分利用，呈现一场名为“时间的故

事”的常设展览。“序厅”“北京时间”

“时间建筑”“中国时间”“我的时间”

“发现中轴线”6 个主题展厅和中心券

洞沉浸展厅沿展线分布，共展出 10 件

藏品、48 件辅助展品和装置、12 个交

互体验展项以及 6 个数字影片。

北京市钟鼓楼文物保管所所长李

荫心告诉记者，2023 年以来，钟鼓楼的

接待量大幅增加，仅 2023 年就达到 40

万人次，比 2019 年增加约 60%。截至

目前，2024 年的接待量已接近去年全

年，“游客对钟鼓楼的兴趣越来越浓，

得益于国家的免签政策和中轴线申遗

成功。”李荫心说。

怎样让鼓楼这个古建筑“活”起

来 ？“ 时 间 的 故 事 ”就 是 一 个 大 胆 尝

试。这个展览巧妙地将古建筑与科技

相融合，在不扰乱损坏文物本体的前

提下，通过数字技术在历史空间注入全新展览内容，以 720 度沉

浸展演及多体感交互，将抽象的文化和历史概念转化为具象生

动的体验。“以空间叙事的方式，把展览主题、设计形式和古建空

间相结合，让文物建筑自己来说话。”李荫心说。

11 时 30 分，鼓楼一层中心券洞内，一场沉浸光影秀《共鸣》

开始上演。观众循着钟鼓之声，在全沉浸空间内漫步，星宿、二

十四节气、古文诗句等传统文化元素一一呈现，动态投影在四周

墙壁上，随节奏而变换。历史与科技交织，四重数字光影艺术让

鼓楼熠熠生辉。

在“发现中轴线”展厅，记者戴上 AR 眼镜，体验了一场飞跃

“中轴宇宙”的时空奇旅。不用爬又高又陡的木楼梯，就能在数

字复原中轻松“登临”鼓楼二层，欣赏钟鼓楼周边风貌及中轴线

全景；还可以穿越到 700 多年前元大都兴建的时刻，看北京中轴

线的“总设计师”刘秉忠象天法地、兴建城邦，感受历史的秘密、

天地的变幻和四九城的心跳⋯⋯

李荫心说，申遗成功后，他们计划成立新的部门加强对文物

的研究，包括对文物和历史的挖掘以及与周边民俗风情相融

合。“钟鼓楼还将接待更多的外国游客，致力于让更多人了解中

国历史文化，积极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共同书写文化交流合作新篇章
高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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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首届北京文化论坛启幕，2023

年升格为国家级、国际性论坛。今年的北

京文化论坛分别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

者、行业领军人物等 800 多名嘉宾，围绕文

明互鉴与共同进步、历史文化与发展道路、

精神生活与产业发展、遗产保护与活态传

承、新兴业态与技术融合、影视制作与时代

表达等议题，开展深入对话和交流。论坛

综合了中外各领域专家学者对于文化发展

与现代化建设成就的经验总结，并对进一

步高质量推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文

化领域国际交流与对话的规划与实施路径

等重大问题形成了有效共识。

2024 北京文化论坛生动呈现出首都文

化建设的壮美画卷。中轴线申遗成功，“三

条文化带”建设成果日新月异，公共文化服

务水平全国领先，京产佳作频频亮相，首都

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交出亮眼答卷。

2022 年，北京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

总值比重超过 11%，占全国文化产业增加

值的比重超过 8%，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稳居全国第一，文化产业成为首都“高

精尖”产业格局的强劲引擎。2024 年上半

年 ，北 京 文 化 新 业 态 企 业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7425.2 亿元，同比增长 12.4%，占全市文化

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超过 70%。科技在推

动文化产业良性发展的同时，不断催生新

的文化业态，有效拓展了文化产业发展新

空间，新时代首都文化建设焕发勃勃生机。

世界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

演进的重要成果，具有独特的世界价值。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文化瑰宝，既

是我们的共同责任，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

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今年 7 月，“北京中轴

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正式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是全球拥有世界

遗产数量最多的城市。如何讲好北京地区

丰富多彩的世界遗产故事、讲好中国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实践故事，是推动文

化领域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北京文化论坛作为国家级、国际性的文化

交流平台，持续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

用”这一世界共同话题，以学术交流、成果

分享、项目合作等方式，强化国际领域的交

流与合作，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

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使其在新时

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2024 北京文化论坛还以丰富多彩的群

众性文化活动，让新时代文化建设成果惠

及广大群众。3 年来，北京文化论坛持续发

布“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十件大事”，通过面

向社会征集案例并由网络评选产生结果的

方式，呈现人民关注、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

的文化建设成就，让人民真正成为文化的

评价者。“文化传承”分论坛以群众性为主

体的百姓宣讲活动，生动展现了新时代文

化“ 为 时 代 起 舞 、为 人 民 放 歌 ”的 生 动 场

景。论坛期间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配套活

动，包括举办文化产业投资人大会、中外青

年文化对话等活动，推动形成多层次、多渠

道的文化对话机制。另外，北京文化论坛

举办前后，陆续推出“大戏看北京”2024 展

演季、“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北京十月文学

月、精品电影展映、惠民文化消费季等文化

活动，推动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成果更

多惠及人民群众，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文化合作是加强不同文明和文化间对

话和相互理解的重要途径。2024 北京文化

论坛以深化文化交流并实现共同进步为宗

旨，是进一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举

措。从成立“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到

形成“中非达累斯萨拉姆共识”，中国与世

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在文化领域间的交

流与合作，为维持文明多样性、推动人类社

会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北京是全

国文化中心，也是国际交往中心，持续办好

北京文化论坛，讲好中国文化发展故事、讲

好世界文化交流故事，形成更广泛的国际

领域的文化合作，将为世界文明百花园增

添绚丽的中国色彩。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
京市社会科学院史志学所副所长）

9 月 20 日，以“深化文化交流 实现共

同进步”为主题的 2024 北京文化论坛迎来

思想交锋的高光时刻。与会嘉宾围绕“文化

赋能：精神生活与产业发展”“文化交流：文

明互鉴与共同进步”“文化传播：影视制作与

时代表达”等主题，在平行论坛环节展开交

流分享，为进一步推进文化传承与创新建言

献策。

推进文旅深度融合

当前，文化日益成为发展旅游经济的重

要引领，旅游成为彰显文化魅力的重要载

体。在“文化赋能：精神生活与产业发展”平

行论坛上，与会嘉宾认为，文艺事业是文化

文旅产业的精神动能和源头活水，旅游业是

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当前，“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跟着短视频去

旅行”成为时尚，为了一部剧、一台戏、一场

演唱会奔赴一座城，成为一种旅行热潮。如

何推动精神生活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推动

文旅行业成为城市更新的重要引擎，成为下

一步要深入思考和实践的重要课题。

“要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媒介，丰富文艺

创作的内涵和形式，有效实现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随着新技术的

加速应用，文旅融合正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美

好前景。”中国文联副主席徐永军表示，期待

有更多的文艺工作者积极参与文旅融合发

展事业，深入基层采风创作，推出更多接地

气、聚人气的新作佳作，为乡村振兴、文旅融

合赋能添彩。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表示，近年来，

文学界以多样、高质量的文学创作，为发展

文化事业产业提供了充沛的源头活水。一

方面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以更多

优秀文学供给，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中

国作协通过“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

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形成从

创作、出版、传播到影视转化和海外

译介的全生态支持机制。另一方

面，推动新时代文学“破圈”“跨

界”，打造文艺新生态。例如，北

京以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星鱼》

为蓝本，跨界转化、跨国合作引

发广泛反响；中国作协与平遥国

际电影展合作推出“迁徙计划·从

文学到影视”，推出“网络文学 IP 微

短剧创作扶持项目”，以优质文

学母本，催生视听精品。

中国旅游集团董事、总经理范云军介绍

了近年来中国旅游集团围绕旅游赋能美好

生活所做的实践，包括打造旅游零售业务线

上线下一体化经营的新零售模式，推动人工

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旅游相关场景中

的应用等，展现了“旅游+”和“+旅游”的产

业深入融合。范云军表示，下一步，将深耕

旅游主业，充分发挥旅游业为民、富民、利

民、乐民作用，以更加开放的理念做优做强

相关业务，持续提升旅游服务保障质效。

交流互鉴促进共同进步

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生生不息、不

断发展的动力。兼收并蓄使中华文明不断

保持活力，这也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断的

重要原因之一。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胡凯红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与共同进步”

平行论坛上提出，面对当今世界的严峻挑

战，各国应携手合作，更好推动文化交流与

文明互鉴。要建立更加广泛的交流合作机

制之桥，加强政策沟通和民间参与，增强文

化交流的广泛性和深入性；要打开更加现代

的人文交流科技之窗，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

段，推动文化交流方式的创新与发展；要拓

宽面向青年的互学互鉴交往之门，促进世界

青年加深文化对话、增进相互理解，为人类

文明进步带来绵延不断的生机与活力。

“文明交流互鉴是维护世界和平的纽

带，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基石，更是推动

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中国外文局局长杜

占元表示，深化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推动全

球共同发展进步，应秉持共同价值，合作应

对全人类挑战；搭建互鉴平台，汇聚民心相

通合力；重视科技赋能，破除交流障碍壁垒。

高校是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阵

地，在文明交流互鉴过程中具有天然平台优

势。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认为，要从当

代实践的视角推进“全球倡议”，就必须以人

文交流和文化传播为重要着力点。未来，北

京师范大学将进一步开展面向“全球倡议”

的中华文化研究，推进跨文化国际人才培养

项目，深化高水平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

邢广程认为，和平性为文明发展提供了安全

保障，包容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创新解

决了文明的发展动力问题。如何让中国式

现代化始终保持创新性，在文明对话中激发

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是当代中国面临

的一个重要课题。

让中国故事变成世界故事

中国文化如何通过影视创作发挥更好

的文化传播作用？在“文化传播：影视制作

与时代表达”平行论坛上，中国电影家协会

副主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

鸿 表 示 ，中 国 影 视 行 业 进 入 了 新 发 展 阶

段。中国的资金、企业、影视创作者纷纷进

入国际主流电影工业。他认为，讲中国故

事 和 讲 好 中 国 故 事 是 一 个 层 级 向 前 的 递

进，核心是回到人的故事。现代化的故事

核心是中国人的故事，而人的故事核心是

人性的故事。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国家一级演员

冯远征认为，在快速发展变化的时代背景

下，创新是影视行业发展的不竭动力，我们

要敢于突破传统框架束缚，勇于尝试新的叙

事手法、技术手段和艺术表现形式。同时要

积极拥抱科技力量，将 VR、AR、AI 等前沿

科技融入影视创作中，为观众带来沉浸式观

剧体验，增强文化创新的活力；要充分利用

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影视内容形式、传播方式

的创新，提高作品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法国国际阳光纪录片节主席罗曼·雅诺

认为，要借助中国年轻一代电影制作人和创

作者，他们受国际电影创作的影响越来越

大，但仍能扎根于文化和传统；要持续输出

中国的平台，如爱奇艺、哔哩哔哩、优酷、腾

讯视频等已经在国际上崭露头角并实现内

容播放，这一点非常重要。另外还要利用视

听传播的多种渠道，它们可以发挥“软实力”

作用，能够加强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

中国导演、编剧、出品人郑晓龙认为，影

视作品不仅是娱乐产品，更是文化载体，是

传递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的重要窗口，

只有坚守中华文化根基，展现时代精神，才

能创造出真正具有中国品格的影视精品。

英国导演、编剧柯文思对中国电影产业

充满信心，认为无论是中国当代生活主题，

还是对中国古代神话和传说的全新阐释，或

者科幻小说，都在海外大获成功，比如《流浪

地球》《三体》《解密》等电影，中国应展示出

更大的视觉创新和创造力。

下图 人们在“我与地坛”北京书市上选购旧书。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摄

左图 市民在北京钟鼓楼广场上踢毽子。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摄

长城保护员刘红岩在石峡村的明长城上巡查。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