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
北京市延庆区博物馆副馆长

守护长城文化一直在行动

于海宽

□本报记者 马超/文 曹立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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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市八
达岭长城脚下的乡亲们回信， 引发了
延庆区干部群众的强烈反响， 更激发
了每一位长城守护者的奋斗热情。 日
前， 记者专门来到延庆区， 探访那些
常年坚守在守护长城一线的工作者和
先进团队， 倾听他们扎根长城一线、
倾情守护长城的故事， 感受他们以劳
模精神、 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守护长
城的动人情怀。

“总书记5月14日给我区八达岭镇石峡村的乡
亲们回信， 勉励大家 ‘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好长
城， 弘扬长城文化， 讲好长城故事， 带动更多人
了解长城、 保护长城’。 总书记的殷切嘱托， 在我
区引发强烈反响， 作为一名常年工作在长城守护
一线的技术工作人员， 我深有感悟。” 北京市劳
模、 北京八达岭文旅集团总工程师张洪波说。

张洪波是一名从事索道技术30多年的工程师，
他曾担任2021年相约北京冬奥系列测试赛及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高山滑雪中心索道运行
总负责人。

“总书记的回信， 让我想起了2013年我刚到
八达岭工作的时候， 那时候八达岭长城的基础设
施还不完善， 长城南北线两条索道设备陈旧， 运
力不足， 由于缆车排队时间长， 大部分游客选择
步行登城， 这不仅增加了长城保护难度， 而且游
客的旅游体验也不好。 基于当时索道的实际情况，
我结合多年的索道建设安装和运维经验， 主张尽
快改造八达岭南北线索道， 这一建议得到了集团
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张洪波介绍。 在改
造过程中， 张洪波根据八达岭大风天气多的气候
特点和游客量大的现状， 科学选型， 合理布局，
设计北线索道和南线地面缆车互为补充线路， 在
方便游客的同时， 也解决了游人疏散、 应急救援、
森林防火、 索道和文物藏与露等问题。 尤其南线
地面缆车改造完成后， 老弱病残幼等不方便的游
客再也不用在大风等恶劣天气时因空中缆车停运
而望城兴叹了。

“在八达岭北线改造过程中， 我们创新施工
技术， 采用升降货索进行基础施工与安装， 创造

了183天完成索道拆除和重建的奇迹。 2023年， 我
们南北两线共接待游人400余万人近760万人次 ，
为八达岭长城的保护， 缓解景区拥堵以及减少长
城磨损做出了贡献。 可以说， 保护长城， 我们一
直在行动。” 张洪波说。

在八达岭长城索道改造和运维工作中， 张洪
波亲眼见证了修复后的长城的雄伟与沧桑， 也看
见了游客乘坐缆车登上长城后的激动， 这让张洪
波深感自豪。

张洪波参与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索
道的筹建和运维工作， 从2018年参加国家高山滑
雪中心索道系统设备安装和基础施工工程临时货
索施工专项方案的设计与制定， 到保障2022年北
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高山滑雪中心11条索道、 1条
魔毯安全无故障运行。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了冬奥高山滑雪场地准备情况， 我当时就在现
场， 感到非常受鼓舞， 我们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
不负众望， 将高山滑雪索道保障到位， 为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的成功举办贡献自己的力量。” 张
洪波说。

“现在， 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们更
要深刻理解总书记的回信精神， 深入挖掘和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将长城文化带的建设作为提
升文化自信、 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抓手。 同时，
我们要继续发扬冬奥精神， 推动绿色发展理念深
入人心， 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张洪波说。

“习近平总书记给石峡村乡亲们的回信， 强
调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
重要象征， 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和众志成城、 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 保护好、 传
承好这一历史文化遗产， 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作
为长城保护最基层的工作者， 我感到无比激动和
振奋。 同时， 更感受到深深的责任， 也更有了满
满的动力。” 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 北京市延庆区
博物馆副馆长于海宽说。

于海宽自2007年参与长城保护工作以来， 在
同是文物战线老兵的父亲影响下， 他先后参与长
城野外踏查、 长城保护规划实地测量、 长城保护
行动等项目。 延庆境内的长城分布复杂， 且大多
数都处于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之上。 2007年， 为
了配合国家文物局的长城调查工作， 于海宽担任
延庆县长城踏查小组二组的组长。 期间， 于海宽
不但要肩负踏查过程中的摄像、 测绘和记录等专
业工作， 还要负责联系向导、 与当地相关部门协
调、解决队员们的吃穿住行等问题。 为了不影响工
作进度，于海宽带领踏查组经常住在踏查目的地附
近的老乡家里， 经常一住就是一个星期。

此后数年间， 于海宽又先后完成了 “延庆长
城城堡” 的实地测绘工作， 参与了八达岭镇石峡
村的长城保护行动。 于海宽忙碌的身影留在了每
一处保护修缮工地。 2023年， 于海宽获得 “首都
劳动奖章” 称号。 对此， 于海宽表示： “劳模是

个称号，也是对我之前工作的肯定与鼓励。这些年，
我亲自参与的长城保护利用工作数十项，亲眼看着
延庆区长城从破败到解除安全隐患、 从断断续续
到即将全线贯通的历史性变化， 深感欣慰。”

十几年来， 于海宽和团队在不断开展长城自
身保护的基础上， 充分挖掘长城周边的文化资源，
陆续完成了延庆地方彩画研究、 延庆壁画虚拟复
原、 延庆长城碑刻微痕提取、 延庆长城砖窑数字
化保护等多项独创工作， 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
“后续， 我们将结合延庆区长城类型多样、 形制丰
富的特色， 推出系统性的延庆长城文脉系列， 将
身边的长城文化推广给下一代。” 于海宽说。

关于保护长城，于海宽有自己的想法，在长城
本体保护利用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延庆长城自身特
有的文化内涵，形成适合各种年龄段的长城教育课
程。依托延庆长城丰富资源类型和遍布13个乡镇的
长城遗迹， 结合“京畿长城国家风景道”建设，梳理
重要道路与长城遗迹的节点，以博物馆文物信息带
的展陈方式， 将延庆长城文化等进行全方位展示，
形成遍布全域的长城解说体系和导览系统， 打造
延庆区全域长城生态博物馆， 助力博物馆之城建
设， 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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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文 曹立栋/摄

张洪波

致力于打造延庆区
全域长城生态博物馆

北京市劳模
北京八达岭文旅集团总工程师

︱
︱︱
探
访
长
城
守
护
人
的
故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