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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提起中国， 就会联想起万
里长城； 一提起中华文明， 也会想起
万里长城。 而延庆则是北京地区长城
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 也是唯一有砖、
石、 土三种长城类型分布的地区 ， 境
内长城长度179.2公里。 从上世纪50年
代起， 延庆就开始了长城保护的行动，
是全市长城保护与发展起步最早的地
区。 如今， 延庆持续做好长城的保护
利用和长城文化的传承发展 ， 争当北
京市长城文化带建设 “领头雁”。

一本“长城账”
记录着长城保护的变迁

有的地方墙体坍塌、 台阶松动、灌
木丛生、碎石遍布……在延庆区文物管
理所负责人于海宽的踏勘笔记上，他这
样描述八达岭长城西段64号至66号敌
台间的长城状况。令人欣慰的是，这一
现象将得到有效改善。“今年， 我们在3
月25日前完成了保护工程方案设计初
稿，4月15日前已经提交专家论证，完成
方案核准，预计6月方案有望获批，之后
就可以施工……”于海宽盘算着时间。

今年， 延庆区将八达岭长城西段
64号至66号敌台间的修缮工作纳入年
度长城保护修缮计划。 自2023年6月开
始， 于海宽就带着市文物局工作人员
一次次登上这段长城， 对坍塌的墙体、
其上植被生长、 排水设施等情况进行
多次踏勘， 以便形成最可靠、 最适合
的修缮方案。

“这段长城修缮完成后，八达岭段
砖石长城将实现全线贯通，这对长城本
体保护和延庆旅游发展都有重要意
义。”于海宽说，2024年，延庆区将继续
对84-87号敌台间边墙、24号敌台（水关
长城段）、68-69号敌台间边墙3处进行
墙体、敌台抢险，预计年底前完成。

长城保护，步履坚实。2006年，国家
文物局组织长城沿线各地开展了全面、
系统的长城资源调查和认定工作，延庆
区迅速开展这一工作，包括于海宽在内
的勘查小组更是开启了长达两年的辖
区内长城踏查。穿山入林、风餐露宿，南
山路边垣、东路边垣、隘口、烽火台，无
论多么复杂的地形，也挡不住勘查小组
的脚步。 长城野外调查顺利完成后，还

留下了20个小时的珍贵长城视频资料。
“我们徒步走遍了延庆区境内179.2公里
的明长城。至此，延庆区境内的长城分
布情况被摸查清楚，一些点段、砖窑及
长城附属城堡都被梳理清楚。有了这本
‘账’，后续的长城保护工作就有了可靠
的依据和支撑。”于海宽说。

自2007年起，这本长城台账被一次
次补充，一次次完善，记录着长城保护
的变迁，也饱含着长城文保人的汗水和
牵挂。据统计，从2006年起，延庆区对境
内长城开展修缮工作近百次。 特别是
2012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资金大
幅增加，长城大规模修缮进入全面提升
阶段。此后数年，延庆区长城的年均修
缮记录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 截至
2023年底 ， 延庆区发现并修缮墙体
22247.96延米， 境内砖石长城抢险率超
过88%。

一众巡护人
望着长城长大、守着长城生活

“我们村大多数人都参与过长城保
护。小时候望着长城长大，如今守着长
城生活……”八达岭镇石峡村长城保护
员刘红岩说。近日，刘红岩带着记者体
验了巡护长城的一天。

虽已是春天， 长城背阴坡尚有残
雪，山风阵阵，吹得人发冷。刘红岩拄着
登山杖在前面带路，背包里除了她一天
的口粮和水，还有几个垃圾袋。“累了就
歇会儿，再有十分钟就上去了。”看着气
喘吁吁的记者， 刘红岩放缓了速度。她
说，村子附近有多个登山口，今天选的
这条路耗时最短，从山下到长城只需要
走40分钟。

刘红岩一路沿着城墙检查有没有
游客乱涂乱画或者其他长城本体病害
情况， 并拿起手机拍摄当日长城照片，
上传到“延庆文保”App。“图片汇总到后
台系统后，系统会检测同一拍照点不同
时期的变化，判断长城健康状况。”她解
释说。

进入一个敌楼时，地上丢弃的塑料
袋进入了刘红岩的视线。 她飞速捡起，
装进随身携带的垃圾袋。刘红岩担任长
城管理员快五年了。劝阻了多少攀登野
长城的游客、捡拾了多少垃圾、上报了

多少情况、巡视走过多少路程，这些，她
早已记不清了。

舅舅梅景田是刘红岩的引路人。早
在上世纪80年代，梅景田就积极参与到
长城保护行动中，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
长城保护人。到了2007年，在网上“火”
了的梅景田， 组建了长城保护志愿队。
石峡村110名村民中，有超过80%的人加
入这个行列。梅景田的护城之路，走了
四十多年。

如今，刘红岩从舅舅手中接过了接
力棒，踏上了和舅舅同样的守护长城之
路。与她同行的，还有延庆区134名长城
守护员，他们大多是来自长城附近村庄
的村民志愿者，负责巡视、险情监测、环
境清理、劝阻游人攀爬等工作，平均每
年累计巡护长城要走10000公里的路。

最令长城守护员感到安慰的是，近
年来，攀登野长城、乱涂鸦、乱丢杂物等
不良现象明显改善， 而且许多旅游者、
公益组织也加入了长城保护行列。

2019年，保护长城公益性组织———
北京市延庆区长城小站文化传播中心
成立，小站志愿者通过捡垃圾、种树，长
城测量、 踏查等实际行动保护长城，并
策划了影展、 编写了多种长城主题读
物， 广泛传播长城保护知识和长城文
化。如今，“长城小站”已经拥有1000多
名注册志愿者。

一条智慧路
由保护性修缮向研究性修缮转变

每到山花烂漫时，开往春天的列车
总会“怒刷”一波流量，游客乘坐S2线穿
越长城花海， 登上八达岭寻觅春光，无
比惬意。八达岭长城是延庆区最具代表
性的长城景区之一，三十多年前，经修
缮复建， 这里承担了促进对外交往、文
化旅游等功能。

延庆区的长城修缮、 长城保护之
路，行而不辍。据了解，从上世纪80年代
至今，长城修缮方式几经优化。此前，长
城修缮主要采用“复原式理念”，通过补
配、添加材料，使得长城尽量接近历史
原貌，八达岭长城就采用了此种修缮方
法。随后的十几年间，则转变为“残状修
复理念”，对局部进行维修，大部分仍保
持原状，保留长城古朴的美感，八达岭

古长城、九眼楼长城、水关长城均采用
此理念修缮。到2019年前后 ，长城保护
以抢险加固、现状保护为主，解决松动、
坍塌等病灶，不做过多干预，不添加过
多新材料。

2022年，延庆区启动了大庄科长城
2号敌台至5号敌台之间墙体研究性修
缮工程。以此为起点 ，延庆区长城保护
由保护性修缮向研究性修缮转变。“修
缮工作遵循‘四原’（原材料、原形制、原
工艺、原做法）、可逆性、最小干预等基
本保护原则，保留长城古朴风貌，同时
应用科技手段，进行预防性保护，探索
长城保护新路径。”于海宽介绍。

施工前先考古，是长城研究性修缮
的特点。考古清理通常先清一半，露出
原始地面，通过观察另一半露出的断面
分析堆积物的分层，摸清楚长城坍塌的
过程和时序，有利于数字复原和原址保
护。大庄科长城研究性修缮工程的考古
项目负责人、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
员尚珩曾向记者讲述，通过考古复原长
城营建的过程，可以发现长城地基的做
法、建筑材料的选择都是不一样的。“研
究性修缮可以把一些细节的问题弄明
白，正是这些细节让长城的故事越来越
丰满。”尚珩说。

在大庄科长城研究性修缮中，遗产
保护、结构、材料、植物、水文、测绘、数
字化等多学科团队协同合作，无人机倾
斜摄影、三维激光扫描等现代化测绘方
式、勘测方式联合运用，多学科综合手
段和研究方法贯穿修缮工程全周期。

除了修缮工程， 还有很多的科技
元素被运用到长城保护的日常。 在大
庄科长城上， 智能物联网设备以人工
智能打卡和慢直播定帧的方式保存了
修缮项目的实施过程和周边植被的生
长情况， 构建了长城保护全过程可回
溯追踪的数字化档案。 “人到不了的
地方、 眼看不到的地方， 无人机就派
上了用场。” 带着无人机一起巡护长城
的大庄科乡香屯村长城保护员王东旺
说。 八达岭、 九眼楼等多个长城景区
利用景区内摄像头、 巡更传感器， 进
行实时监控， 及时发现和制止破坏长
城的行为。 “长城保护和景区智慧化水
平正在不断提升。” 尚珩说。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席瑞媛———延庆区长城保护行动侧记

守护巍巍长城 留住历史根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