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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崔莉英）金秋 8 月，
天高云淡，风清气爽，古都大同，嘉宾云
集。15 日，以“塞上长城·融合大同”为主
题的大同长城论坛在市能源馆举办，来自
中国长城学会、中国长城研究院、清华大
学、天津大学、山西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
者参加了论坛并进行主题发言。

本次论坛由大同市委、市政府主办，
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市文物局承办，旨
在聚焦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进一步深
入研究、挖掘、展示大同长城的独特文化
内涵和时代价值，通过学术考察、主旨发
言、互动交流、成果发布等活动，分享长城
保护及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践经验，
挖掘提炼大同长城文化价值和品牌形象，
推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现文旅产
业高质量发展。

当日，6 位专家学者从各自研究领域
出发，为大同长城保护利用和长城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建言献策。著名长城专家、中
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会作了题为《长城
保护与利用》的发言，他认为，做长城文化
的时候，当地要多方合作发力，要让文化
好玩，让旅游有文化，才能更好地进行长

城保护和利用。中国长城研究院院长、教
授、博士生导师赵琛，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文旅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邬东璠，天津
大学建筑学院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
哲，山西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朱专法，忻
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忻州市长城学会

名誉会长王源分别以《建设长城国家文化
公园的时代意义》《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文
旅融合和乡村振兴实施路径》《数字长城
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山西段）建设
保护规划和大同市推进落实》《偏关县长
城一号旅游公路建设经验》为题进行了发

言，为大同长城保护利用和长城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战略
性、创新性的见解。不少参会嘉宾认为，
论坛的举办，对于开启长城保护利用和长
城文化传承创新的思维模式，探索走出具
有大同特色的公园建设发展新路具有指
导意义。

当日，发布了大同长城文化价值及
品牌形象，同时还发布了中国长城国家
文 化 公 园 传 播 力 暨 大 同 旅 游 发 展 指 数
报告。

大同是万里长城分布的重要地区之
一，长城总长度达 493 公里，占全省长城
资源总量的 35%，是一座天然的长城文
化 博 物 馆 ，是 名 副 其 实 的“ 长 城 之 乡 ”。
按照国家和山西省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保护规划，初步将境内长城全部设置
为管控保护区，将新平堡——李二口、得
胜 堡—— 大 同 镇 城 等 27 个 区 域 设 置 为
主题展示区，将大同历史文化名城、高山
古城、平型关红色军事博览区等 7 个区
域设置为文旅融合区，将阳高守口堡、新
荣得胜堡、灵丘花塔等 28 个村设置为传
统利用区，为长城保护确立了总纲。

大同长城论坛举办

天镇李二口长城天镇李二口长城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占兵张占兵 摄摄

在大同长城论坛期间，记者采访了
山西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朱专法。他
说，作为山西人，对于山西境内的长城
进行过系统考察，曾多次考察大同长
城，尤其对新荣区得胜堡段长城印象最
为深刻。得胜堡是大同镇城的门户，得

胜堡和镇羌堡、市场堡和得胜口构成的
“三堡一口”的古堡群落，长城体系非常
完整，在万里长城沿线极其罕见。

朱专法认为，开发得胜堡应该走遗
址保护的模式，不能破坏原有风貌。首
先进行环境整治，把路修起来，把解说

牌、标识牌等标识配齐全了，并在外围
打造吃住行游购娱等配套服务设施。
同时，应该挖掘发生在得胜堡的“隆庆
和议”事件，讲好得胜堡故事，让这里成
为山西段长城的旅游地标。

本报记者 崔莉英

中国长城研究院院长赵琛对大同
长城有着独到的见解，记者在大同长城
论坛期间采访了他。

赵琛说，造访大同多次，从学生时
代就探访过大同长城，因此，对大同段长
城印象深刻。大同长城是万里长城重要
组成部分，历朝历代长城在这里都有痕
迹，说明大同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目前

认为左云的汉亭障是大同最早的长城遗
存，个人认为，大同有战国时期长城存在
的可能性，但需要时间去证实。

赵琛表示，长城是维护国家秩序
的设施，不全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
的分界线，但大同段长城正好是游牧
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分界线，大同长城
现存遗迹非常具有旅游开发价值。

在大同长城开发方面，赵琛建议，必
须按照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标准开发，
不能破坏长城风貌。他认为，长城边堡
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厕、用水、垃
圾等生活问题。长城边堡的打造要具
有本土地域特色，才能让游客感兴趣，并
留下来，才能成为游客追思历史和释放
乡愁的载体。 本报记者 崔莉英

大 同 长 城 论 坛 期 间 ，著 名 长 城 专
家、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会接受了
记者专访。

董耀会 28岁开始投身长城研究，几
十年来，为长城的研究、保护、维修、宣传
和开发利用作出了重大贡献。董耀会是
我国徒步考察万里长城第一人，他为了
支持大同的长城保护与利用，还担任了
大同市长城文化旅游协会名誉会长。

“ 长 城 国 家 文 化 公 园 建 设 现 在 已
经进入了关键的时候，大同的长城在
全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应该在
全国成为长城保护和利用的表率。”董
耀会说。从 1984 年第一次来大同探访
长城，到这一次论道长城文化，董耀会
目睹了近四十年间大同长城的沧桑变
化。董耀会表示，大同长城保护工作
近些年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同时还

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怎么做才
能把文旅融合做好呢？董耀会说：“就
两句话，一个是要让文化好玩，第二句
话是让旅游有文化。”

大 同 长 城 ，未 来 可 期 。“ 保 护 是
前 提 ，却 又 不 仅 仅 是 为 了 保 护 ，还 要
让 更 多 人 来 到长城感受长城文化，同
时推动长城区域的经济发展。”董耀会
表示。 本报记者 任翔宇

要让文化好玩，让旅游有文化

——访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会

——访中国长城研究院院长赵琛

大同长城极具旅游开发价值

——访山西大学教授朱专法

让得胜堡成为山西段长城旅游地标

本报讯（记者 崔莉英） 15 日，在
大同长城论坛上，我市发布了大同长城
文化价值及品牌形象，为大同长城国家
文化公园的建设助力。

长 城 国 家 文 化 公 园 大 同 长 城 总 体
定位为大同·世界文化遗址公园，以长
城为根脉，以城乡为基础，以打造世界
级文化为目标，集文化创意、文化博览、
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于一体，发挥长城
经济带作用，带动区域发展。

大同长城文化价值主题为“长城，
让世界大同”。大同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将以“和合”的理念来回应对“长城，让
世界大同”的诉求，长城精神的重要内
涵 特 质 ，不 仅 包 含 自 强 不 息 的 奋 斗 精
神，而且也包含多民族交流融合的“和
合”精神。

大同长城的品牌形象定位为“大同
长城——云中要塞 融合大同”。天镇、
阳高、新荣、左云和灵丘 5 个重要节点的
品牌形象定位为：“天镇——天成古镇
新晋商堡”“阳高——长城花语 三晋杏
乡”“新荣——关贸古堡 得胜之路”“左
云——摩岭合韵 赛道长城”“灵丘——
烽火记忆 壮美长城”。

据 了 解 ，我 市 以 长 城 国 家 文 化 公
园建设为契机，以长城文化为灵魂，打
造 城 市 文 化 品 牌 ，加 快 推 进 城 市 文 化
建设，讲好长城文化故事，实现城市新
的转型，唱响“世界大同”新篇章。

大同长城文化价值
及品牌形象发布

聚焦大同长城保护利用和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