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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峪关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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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壁茫茫，驼铃声声。被誉为“天下第

一雄关”的嘉峪关屹立于河西走廊深处。

甘肃境内的嘉峪关是明代万里长城的西

端起点、古丝路交通要塞、长城三大奇观之

一。如今，在科技赋能下，嘉峪关正焕发出全

新的生机与活力。

“爱我中华，护我长城”。虽然丝路古道

已难寻往日的车马喧嚣，但新时代的“守关

人”和长城的故事仍在继续。

长城卫士

8 月 8 日凌晨 4 时许，甘肃嘉峪关狂风

大作。被风声惊醒的嘉峪关丝路（长城）文

化研究院长城保护研究所副所长牛海鹏，不

由得心里一紧：嘉峪关关城会怎么样？

次日天微微亮，他就赶到关城，与同事们

一起巡查关城城楼和墙体受损情况。“北敌楼

西立面顶部掉落一小块墙皮、内城西墙北侧

掉落一块6米长、3米高的墙皮⋯⋯”

巡查完，牛海鹏才松了一口气，大风威

力不小，但受损情况还算乐观。他们立刻对

巡查情况进行登记，汇总后上报。

牛海鹏今年 45 岁，2000 年到嘉峪关关

城景区工作，期间干过保卫、绿化。如今，他

负责关城景区定期检查巡护。

“嘉峪关关城墙体底下 6 米是夯土，上

头 3 米两边由土坯堆砌，抹 3 层草泥，极端天

气会造成草泥开裂，大风刮过后墙皮就会掉

落，中间填充的黄土、夯土部分会因雨雪堆

积、盐碱侵蚀造成掏蚀⋯⋯”牛海鹏说，除了

常规日检、周检、月检，大风天气或周边有地

质灾害发生时，他和同事们都会对长城墙体

和关城建筑进行巡检。

谈话间，牛海鹏感叹说，岁月对文物的

损伤是无声的。历经 600 多年风雨的嘉峪

关关城，受风沙、雨雪、冻融等自然因素影

响，出现了木构件开裂、油饰彩画起甲脱落、

黄土夯筑的城墙表面风化、片状剥落、裂隙、

雨水冲蚀等安全隐患。

2014 年，关城大修。当时关城的墙体、

城楼建筑、油脂彩画、廊柱、瓦件都焕然一

新。现在再看，墙皮上已有裂纹，建筑的木

构件经风吹日晒后起痂，不像之前平整，他

希望能通过更好的保护让关城历久弥新。

对生在长城边、长在长城下的嘉峪关丝

路（长城）文化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长城保护

研究所所长张斌来说，长城是他生活中无法

割舍的部分。

张斌、牛海鹏都参与了长城资源调查和

长城保护修缮等重大项目，见证了长城保护

工作由过去被动看守保护，逐步转变为主动

研究保护和科技保护的历程。

他们对嘉峪关境内 43.6 公里长城、12.9

公里壕堑，除关城之外的 8 座关堡、49 座烽

火台如数家珍。

2006 年，张斌全程参与甘肃省长城资

源调查，他和调查队队员顶着酷暑严寒穿行

于河西走廊的沙漠、戈壁、荒山野岭间，用 5

年时间摸清了家底。他深刻体会到，甘肃长

城资源虽丰富多样，但保存现状不容乐观，

全面保护迫在眉睫。

即使已工作 24 年，天天见关城，牛海鹏

还会经常在朋友圈发关城照片，他想让更多

人看到不同光影下的关城。周末，他还会带

孩子去看黑山岩画，他说这是一种说不清道

不明的情感。

“文物是有生命的，它们在大自然的风

吹日晒雨淋中悄然发生着变化。”牛海鹏

说。无数“守关人”像爱护家园一样，尽职尽

责保护着关城和文物点，让它们释放生命最

美的一面。

触摸文化

“汉代长城与秦代有什么区别？红柳加

沙 中 的 红 柳

枝有什么作用？”

在 嘉 峪 关 关 城

景区研学游基地，研学导

师王添艺为学员们讲述秦、汉、明

长城的历史及修建原理等内容，并带

领他们体验夯土修筑长城。

嘉峪关关城景区研学项目负责人马雪

说，今年嘉峪关研学游火爆，尤其人文历史

课“长城文化小使者”和手工实践课“我在嘉

峪关修长城”备受青睐。许多青少年通过参

与长城的“夯筑”，触摸与感受长城文化。

作为在嘉峪关关城脚下长大的孩子，马

雪 坦 言 过 去 她 对 长 城 文 化 的 了 解 并 不

深。2016 年到外地上大学后，发现同学

们对西北的认知还停留在“骑骆驼上

班”“吃沙子喝风”阶段，对真实的嘉

峪关并不了解，这是她决定回来做研

学课程的起因之一。

两年时间，马雪和团队成员从无

到有打造研学课程，终于让修长城从

概念变成实地体验。查阅史料、请教专

家、借鉴优秀景区的经验做法⋯⋯设计

之初，他们想规避走马观花的参观，在讲

解中加入互动和思考，让学生带着问题游

览，更与长城有深度交流。

最终确定的第一类研学课程“我是长城

文化小使者”，是在关城内进行嘉峪关关城

选址建关、防御体系及讲述和嘉峪关长城相

关的故事，并加入与关长互动及诵读边塞诗

环节。在第二类课程“我在嘉峪关修长城”

课程中，不仅可以在教室里学习关于长城的

历史知识，还可以在实践场地进行夯土体

验，之后又开发了第三类非遗风雨雕石、银

雕等体验课程。

去年 4 月份至今，嘉峪关关城景区研学

人数超 5 万人次，来自全国各地的近 500 个

团队参与。

在研学基地非遗教室，今年 44 岁的嘉

峪关银雕第五代传人李三华以嘉峪关关城

为背景进行银雕创作。

李三华的创作以嘉峪关城楼为基础，突

出丝路文化、长城文化等文创产品。除了巨

幅作品，他还创作了悬臂长城、第一墩、烽火

台、关城系列产品及小型伴手礼。不少来自

美国、泰国的外国游客来体验银雕技艺，去

年体验人数达到 4000 多人次。

正如李三华所说，作为新一代传承人，

在精进技艺的同时，要在活化利用上多做创

新，在多形态经营模式下推广，让长城文化

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谈话间，他手中的刻刀收起，一副新的

作品完成。20 厘米见方的镁铝合金板上，

嘉峪关关城显得雄壮、巍峨⋯⋯

光影赋魂

暮色四合之际，在悠远的古乐声中，嘉

峪关关城东闸门城墙之上日落大漠、月出祁

连的唯美图景，拉开了夜游关城的序幕。

在大漠的辽阔苍凉中，外城墙上一首首

耳熟能详的边塞诗在眼前流转。游客们跟

着诗词诵读，沉浸式体验将士们驰骋疆场的

热血豪情。

楼兰美女、龟兹乐舞、疏勒瓜果⋯⋯在

文昌阁，光影交错间，出使西域的张骞一人

一马，艰难独行；在他东归回汉之时，13 年

走过的不同地域风情一一呈现。在

朝 宗 门 ，少 年 将 军 霍 去 病 ，鲜 衣 怒

马，平战乱、定河西。行至东瓮城，

驼铃声声、胡商结队，一派繁荣的丝

绸之路景象跃然眼前⋯⋯

今年 7 月中旬，嘉峪关推

出《天下嘉峪关》沉浸式夜游

项目，通过光影科技表现形式，

展现“塞外边关、河西风云、长城主宰、中国

脊梁”四大主题篇章 8 个光影节点，在嘉峪

关关城原址上描绘出一幅美丽的史诗画卷。

游客们感叹：嘉峪关关城“活”起来了！

自 7 月 18 日正式售票起，夜游人数达到近

7.5 万人次，收入 550 多万元。

深圳光影百年科技有限公司策划总监

谌弯是《天下嘉峪关》策划人，她清晰记得去

年 7 月初到河西走廊时看到“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所带来的触动，她说那种热血

沸腾的感觉无以言表。

“若没有研究过长城和关城文化，仅凭

白天看到嘉峪关的建筑，是无法体会它承载

的文化底蕴、情感和温度的，我们希望通过

光影形式把与嘉峪关、丝绸之路相关的人物

和故事展现在游客面前。”谌弯说，嘉峪关市

是唯一以长城文化为专题打造文化传承和

活化利用的城市，团队设计初衷就是游客白

天登关城、游览祁连山下的雄关，晚上通过

光 影 形 式 读 懂 长 城 ，让 历 史 和 文 物“ 活 ”

起来。

从事文旅工作近 20 年的甘肃嘉峪关关

城景区副总经理曹文娟说起初见光影之下

关城的感受，不由得感叹：嘉峪关长城的灵

魂被提炼并表达出来了。

以前游客认识关城，大多通过讲解员的

讲解。如今，音诗画融合的光影呈现、NPC

人物的打造以及沉浸式体验，让曹文娟虽多

次 穿 行 其 间 ，仍 恍 惚 觉 得 穿 越 到 600 多

年前。

文化的传承从来都不是固步自封的，要

让文物真正走进每个人心里，必须结合时代

的元素。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接受方

式，要用新的方式方法讲好传统故事。

夜色深沉，沐浴着月光的嘉峪关关城更

显壮美。“长城是中国挺在大地上的脊梁，长

城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图腾。”浑厚的解

说声在大漠戈壁上空回荡。

谌弯说，这样一个场景在她脑海中始

终挥之不去：有个月夜，一位游览结束的老

人久久不愿离去，坐在远处的土堆上，默默

看了 3 遍“中国脊梁”篇章。看着老人的身

影，她觉得夜游项目已经达到了向市场交

卷的标准，她相信通过后期不断的改进和

完善，长城文化一定会被看见、被记住、被

传承。

哈 密 追 风 者
耿丹丹

穿行于新疆哈密，广袤无垠

的戈壁沙漠上，连成一片的白色

“风电巨人”不时映入眼帘。高达

百米的巨大塔筒上，风机叶片随

风转动，展现着别样的风景。

可以清风徐来，也可以狂风

肆虐。风，一直是自然界中难以

驾驭的一种资源。如今，风被转

化为绿色能源。哈密风电装机容

量占全疆的 42.74%，被确定为国

家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

新疆是全国风光资源最好的

地区之一，缘何哈密风机又能在

全疆更胜一筹？

这 源 于 哈 密 拥 有 占 全 疆

66.3%的风区面积。哈密市拥有

三塘湖—淖毛湖、十三间房、东南

部三大风区，风能资源技术开发

量 3.03 亿千瓦。风的“落户”让这

里有了更多的资源优势，也因此

吸引了众多追风者在这里安营

扎寨。

8 级以上大风一年达 200 多

天 ，极 大 风 速 能 达 到 50.28 米 每

秒。在新疆有名的“百里风区”中

心——十三间房区域，坐落着全

疆单体规模最大的风储一体化项

目——中船风电哈密百万千瓦风

储一体化电场。今年 6 月，该项

目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

作为一名资深追风者，中船

风电哈密百万千瓦风储一体化电

场值长董宇见证了哈密的风如何

转化为“风能”。“几年间辗转于哈

密几大风区，眼看着风机功率越

来越大，风电场智能化水平越来

越高。”董宇说。

“目前，我们有 20 人的运维

团 队 负 责 150 台 风 机 和 储 能 电

站。”董宇说，风电场采用了无人

机巡检模式，极大节约了人工成

本、提升了运维效率，单瓦运维成

本 仅 1 分 钱 ，实 现 了 智 慧 降 本

成效。

一 批 批 追 风 者 们

驾 驭 着 风 ，在 广 袤 的 戈 壁 沙 漠

建 起 了 一 个 个 风 电 场 站 ，如 今

哈 密 市 的 风 电 场 达 到 了 120

多个。

追风的，还有风电装备制造

者们。

“自 2015 年落户哈密以来，

我们自主研发的产品不断迭代升

级。”哈密中车新能源电机有限公

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覃化彦说，

“从生产功率只有 3 兆瓦至 5 兆瓦

的永磁直驱风力发电机起步，到

现在生产功率达 10 兆瓦的双馈

风力发电机，今年 8 月，我们生产

的疆内首个 10 兆瓦双馈风力发

电机传动链下线，今年年底将完

成 170 台的订单任务。”

哈密市依托风能开发，引进

了 29 家装备制造企业，建成了全

疆最大、产业链最全的风电装备

制造基地，本地化生产率达 70%

以上。

如此多的风能，如何才能最

大程度的实现消纳利用？这得益

于一座座银色铁塔串联起来的

“疆电外送”通道。

作为“疆电外送”首个特高压

工程，天中直流有 12 条电力线路

从四面八方汇聚，把新疆风、光、

火等电力，通过天山换流站，经甘

肃、宁夏、陕西、山西，最远输送至

河南。

从 2014 年天中直流投运开

始，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超高

压分公司天山换流站站长寻传宝

就驻守于此。“天中直流是新疆

外送绿电占比最高的输电线路，

占比超过 40%。”寻传宝说，“为了

更好输送绿电，智能巡视检查设

备、自动化巡检系统、无人机配

置 ⋯⋯换流站的智能化水平也

不断提升。”

以风为友，哈密的追风者们

正使风变成充满无限可能的绿色

能源，惠及千家万户。

刚过去的中秋节，广式、港式、京式、

苏式、滇式、晋式等传统口味月饼市场份

额稳中有升，地方老字号月饼、医院月饼、

机关月饼、工厂月饼等备受追捧，小包装

月饼及散装月饼成为超市爆款。月饼回

归了食用属性，“怀旧风”成为趋势。

随着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各式各样

的“新玩意”层出不穷，但大白兔、健力宝、

娃哈哈等总能唤起消费者美好的回忆和

购买欲。怀旧产品为何能不断掀起一阵

阵“怀旧风”呢？

从需求层面看，怀旧是人们对逝去时

光的一种追忆，带有丰富的情绪价值。所

谓人生最美是回忆，这其实是一种“晕轮

效应”。究其根本，随着经济水平提升，消

费者基本物质需求得到了满足。很多商

品本身带给人们的满足感，远不如其寄托

的含义来得丰富厚重。

由于在商品属性基础上包含了文化

与情感，怀旧商品往往附加值较高。为了

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和情感需求，消费者

愿意额外支付一些费用，通过购买怀旧商

品或者进入怀旧场景获得舒适感和熟悉

感，让自己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放松身心。

复古服饰、怀旧零食店、胶片修复的老电

影、怀旧街区等，大抵都是如此。

从供给层面上看，怀旧产品的生产制

作工艺并不复杂，可以通过大规模生产降

低成本，实现规模效益。其销售渠道也相

对固定，这进一步降低了渠道和广告投

入，有效控制了交易成本。作为怀旧记忆

的重要载体，在节庆日或纪念日这些重要

时刻，商家巧妙地将文化元素融入产品与

营销策略，唤醒集体记忆，激发消费需求，

屡试不爽。

从经济学视角看，怀旧产品的兴起，

反映了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和个性化。

这为厂商开辟了新的市场，也为消费者提

供了更多元的选择。以怀旧零食、怀旧音

乐、老电影、慢时光、国潮为首的怀旧风正

日益精细化和蓬勃发展，成为消费市场新

商机。

相较于“70 后”“80 后”“90 后”，更为

年轻的消费者追求的不仅仅是情感上怀

旧，更注重个性化体验和服务质量。在信

息爆炸的时代，“00 后”仍然听着上世纪

90 年代的怀旧金曲以彰显个性和品位。

这种认可意味着怀旧日益呈现出年轻化

态势，且怀旧文化也正在影响更大人群。

当然，怀旧不是简单地停留在过去，

怀旧产品应在带领消费者回味旧时光之

际，为产品注入新活力，以满

足消费者不断变化

的需求，提

供 全 新

体验。

怀 旧 风 里 觅 商 机
林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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