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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文化带建设应打破“可复制”限制

长城文化带不只是一个经济体， 更承载了中国数千年的民
族精神和文化内涵。在建设文化带的过程中，一定要将文化氛围
和长城历史故事融入到景观及设施中， 让长城文化带起到传播
历史、展望未来的作用。以金山岭长城为例，其国家文化公园自
身在文旅融合上就有着较大的潜力。

金山岭长城是古北口“长城抗战”战场的东部阵地，其所在
地滦平历史文化还包含了明代的长城、宋辽古驿道、清朝皇家御
路等三条线。明长城横贯东西，宋辽古驿道和清朝皇家御路纵穿
南北，都是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此外，滦平的山戎文化、小兴州
根祖文化、 古生物化石文化都可以通过具体分析将其融入长城
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中。通过文化氛围的打造，让游客在游览时
也能体会到中国的几千年文化在每一块砖石上慢慢流淌。

另外， 也要注意到， 金山岭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任务很
重。目前滦平县长城脚下可供改建的场馆资源，不论是硬件部分
还是软件部分，基本上都不能满足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需要。还
需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围绕保护传承、环境配套、文旅
融合、数字化展示等五大工程，建设金山岭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除了金山岭长城，其他线路的长城也一样处于由传统观光向
度假休闲转型的路口。其中，司马台长城在升级时就需注意将水
镇融入到长城文化中，让游客在游玩的过程中能从传统景区里走
出来，进入到由长城文化营造出的文化氛围内。

中华民族能在两千多年来不断修建、使用长城，长城也是我们民
族，以及人类文明的标志。一定要重视每条长城所蕴含的精神和文化，
通过举办活动、宣传教育、媒体传播等途径，把长城的故事讲出去，把
长城文化融入到每段长城的发展之中，给传统景区赋予更深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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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游客对于休闲度假、 文化体验型消费的需求还是很旺
盛的，然而，虽然京城的长城文化带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但在这
方面的开发却稍显不足。我认为，长城是北京文化旅游消费中标
志性较强的目的地之一， 在消费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然而，提起到长城游玩，人们更多的还是会与“一日游”、爬
长城等相对简单的观光打卡旅游联系在一起， 北京本地居民选
择去长城及其周边休闲度假的并不算多。

如今， 北京的部分长城景区已经尝试在周边建造一些精品民
宿、高端酒店等设施，不过，住宿只是“留客”的第一步，没有核心吸
引力，游客的过夜需求就很难快速提升上去。接下来，北京的长城景
区可以深度挖掘、开发一些关联性体验产品，比如在周边建设具有
长城元素的博物馆、主题公园等，配合一些长城文化体验项目，讲述
长城的建造过程、历史，甚至可以模拟建造过程等，改变人们心中长
城只能“一爬了之”的固有看法，延长游客在长城区域的逗留时间。

此外， 北京不同的长城景区还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形成差
异化的产品体系，每个体系由多个产品组合形成，比如八达岭长
城可以围绕景区构建产品群，与周边景点、区域联动，让游客不
仅有理由住下来，还能有动力多待几天。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可以算是属于北京市
民的文化带，与城乡生态、市民生活紧密相连，
关乎当地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长久以来，京西的古道、聚落、习俗，经过自
身的自然孕育和人类活动有机融合之后， 形成
了独特的人文风情和地域景观。现阶段，曾经繁
盛时期的一些职能慢慢被弱化了，但汇集、沉淀
下来的资源承载着北京的历史文化和乡愁记
忆，是北京、更是首都的宝贵财富，需要保护、盘
活、重塑。新时代的京西古道可以打造成西山永
定河文化带上的景观道、健身道、骑行道、文化
探寻道……最终形成一条“文旅廊道”。

涉及这条文化带上更多文旅消费产品的
开发，我认为首先要和消费者形成“共情”，第

二要注重“养成”， 第三是要有美育塑造的功
能，通过文旅消费，与自然、遗产、文化共情，养
成对家乡、对城市、对祖国的热爱。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同时是北京的历史传
统文化与创新文化有机融合的代表性区域。要
依托首钢近现代工业遗产文化区这样一个重
要的文化功能区来打造新首钢后工业文化体
育创意基地，以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带动北京
的文化科技融合发展，以提升优秀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能力。 总的来说，
未来应该以文化科技融合发展为主导，有效地
盘活空间存量和资源， 建设新型城市文化空
间，增进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助力北京全
国文化中心的建设。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拥有极为丰富的自然
与人文资源，是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
构成。由于在地理上涉及多个区域，在文旅
消费方面，存在着发展不均衡，许多资源没
有被有效利用的情况。 例如周口店北京猿
人遗址、董家林西周燕国都城遗址、云居寺
等，都是重要的文化遗产，但是受关注程度
并不高。云居寺藏有石刻佛经15000余块，缅
甸的曼德勒和仰光一带只有700多块石刻佛
经，便被世人所重视，而15000余块自然为世界
之最。因此在开始谈文旅消费之前，各个区首

先需要对区域内的文化历史资源进行全面地
梳理、做具体的工作。

旅游产业长期以来存在着“千篇一律”的
现象，需要破题。例如一个精品民宿或一条街
的商业项目打造完成，紧接着就会有很多地方
开始复制一样的模式。因此，需要重视知识产
权的保护，包括资源因地制宜地运用。

从最实际的角度看，要让商业繁荣，需要
为经商者创造很好的经营环境。 各方面税收、
房租等优惠，直接关系到商户是否能有一个长
久的经营。

西山一带从历史延续至今，一直是“文旅
热点”，汇聚园林、宗教、教育等诸多文化元素，
是旅居、郊游的好去处。而永定河进入北京境
内的山峡地段，因为山高水远、空间狭小，开发
相对滞后。但也正因如此，保留了京西古道、古
村落、长城堡垒等更多的历史风貌，地质地貌
也相对留存着原始形态。 从这个角度来说，永
定河沿岸一带开发的潜力也更大一些。如门头
沟、石景山百里山峡及出山口地段，丰台、大兴
的原南苑地区等，如果能借永定河恢复全线通
水之机，适当复原河道及湿地景观，那将会成
为未来发展的宝地。

整体来看，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区位优势
明显，距离北京市中心很近，特别适合于短途
游和周末游，具有文旅开发优势；文化产业发
展势头快，正在成为新型科技产业和文化创意

产业的勃兴之地。其发展机遇主要体现在两方
面，一方面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将让整个
流域一以贯之；另一方面，是生态保护加文化
产业引领的协同发展理念。

值得关注的是，刺激文化带上文旅消费的
同时也应协调好多方面的矛盾，如生态、文物
保护与商业开发的矛盾，还有文旅需求与当地
居民利益上可能存在的矛盾。这些都不是各个
区域、各个行业领域能自说自话解决的，需要
国家层面的总体规划与顶层设计，汇聚生态保
护、经济学、旅游、文物部门等专家综合研究、
评定。应以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来保护和重塑
北京的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景观， 通过升级、管
理、创新体系理顺机制，创新投融资模式和绿
色发展激励约束机制等，加大国家和社会资本
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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