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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明长城蜿蜒于世界
屋脊东北缘的崇山川谷之中，
是全国海拔最高的长城。2008

年，青海省开始明长城资源调
查，世界屋脊上的明长城自此
揭开它神秘的面纱。调查结果
显示，青海省明长城全长约 363

千米，东与甘肃省明长城相接，
全线穿山越岭蜿蜒分布在青海
省 12个县（区）。

顺 着 起 伏 的 山 脉 望 去 ，一
条古老的“边墙”蜿蜒横亘在山
脊之上。专家介绍，明长城（大
通 段）海 拔 最 高 点 接 近 4200

米，是青海省明长城中海拔最
高、保存最为完整的一段。

明长城（大通段）位于青海
省 西 宁 市 大 通 回 族 土 族 自 治
县 ，于 明 隆 庆 六 年 起 开 始 修
筑。根据《青海省明长城资源
调查报告》，大通县境内明长城
自东向西贯穿全境，墙体脉络
清晰，雄伟壮观。2020 年 11 月
26 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青海明长城大通县段被国
家文物局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
城重要点段名单。

大通县博物馆馆长张增录
介绍，明长城（大通段）以墙体
为主要构成部分，建筑方式因
地 制 宜 ，灵 活 多 样 ，采 用 了 土
墙、石墙、山险墙等不同类型的墙体
与壕堑相连，共同构成长城本体防御
体系。

作为海拔最高的明代长城遗存，
明长城（大通段）见证了当地历史的
盛衰变迁，夯土结构的城墙被风雨剥
蚀乃至坍塌，土蜂筑巢、野草生长、冲
沟发育……一系列自然病害和人为损
毁也危害着明长城的保存。

记者从大通县文体旅游局了解
到，2012 年至 2016 年，当地政府实施
大通明长城（一期）约 4.7 公里的抢险

加 固 工
程。 2016

年至 2022

年 ，大 通
县 每 年 举
办长城保护专题培训班，累计 210

余人参加培训学习。
培训班上，长城保护员王正

林第一次了解到“边墙”的重要意
义和价值。“种了大半辈子庄稼，
现在多了一个身份，也多了一份责
任。”王正林一步一个脚印，沿着

“边墙”旁的小路边走边拍照记录，
观察长 城 本 体 有 无 坍 塌 、损 坏 。
这条崎岖的山路，他每两天巡查
一次，步行 3个多小时。

2022 年 4 月 ，《长 城 国 家 文
化公园（青海段）建设保护规划》
印发。根据规划，各 地 将 对 长 城
本 体 进 行 抢 险 和 保 护 性 修 缮 加
固 ，积 极 打 造 各 具 特 色 的 文 旅
融合示范区，活化利用长城文旅
资源，丰富长城文化传承和传播
方式。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
自 治 县 位 于 祁 连 山 和 达 坂 山 之
间，青海明长城四大关之一——老
虎沟关堡雄踞于门源县境内北山
乡老虎沟口半山腰的山坡上。

古 城 墙 下 ，游 人 络 绎 不 绝 。
沿着围绕门源古城 1800 米的木质栈
道游览，游客们可以近距离观看古时
的宏伟建筑。

“2022 年，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实
施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门源段）保护
展示中心项目，不仅对古城墙进行保
护，还修建了文化墙。”门源县文化馆
馆长张玉全说，“我们计划将古城历
史传说和长城故事展现在文化墙上，
让更多游客了解青海明长城和当地传
统文化。”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西宁 12月 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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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来自兴山县、夷陵区等湖北
省宜昌市多地中小学校的 300余名师生来到
三峡大坝旅游区，走进世界规模最大的水电
工程专题博物馆——三峡工程博物馆，开启
研学旅程。

研学导师为同学们讲述三峡工程历史、
建设成就等，同学们借助一系列模型和时间
轴了解长江的历史演变及三峡枢纽工程的
来龙去脉。

作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重点
工程，三峡工程博物馆成为海内外观众感知
长江文化、了解三峡工程的重要窗口。2022

年 8 月 5 日开馆以来，截至目前，该馆累计接
待游客近 16 万人次，包括 107 批次研学团
队、师生 18820人次。

沿江而下，“沿着长江读懂中国——万
里长江行”主题宣传推广活动近期在江苏开
展，文史专家带队走进南京城墙博物馆、苏
州博物馆、扬州运河三湾风景区等地。该活
动由长江沿线省份共同参与，探访万里长江
遗址遗迹，宣传各地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的新思路新成效，目前已探访云南、贵
州、四川、安徽等多地。

2021年底，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
启动，沿线省份启 动 并 储 备 了 一 批 工 程 项
目，以充分激活长江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系统阐发长江文化的精神内涵。例如，长江
江苏段目前已登记收录文旅资源单体 102.4

万个，组织遴选“长江百景”和 20 条“水韵江
苏”长江文化旅游精品线路。湖北立足长江
文化地标，举办系列长江文化学术研讨会，
沿 江 打 造 长 江 博 物 馆 ，目 前 已 编 制 完 成 陈
展 大 纲 初 稿 。 四 川 遴 选 出 75 处 长 江 文 化
标识，持续深化长江上游文物考古发掘，强
化对蜀文化、巴文化、藏羌彝文化等的研究
阐释。

长江文化与生态环境相依相生。位于
南京城北的幕燕滨江风貌区，有古金陵四十
八景中的燕矶夕照、达摩古洞等多处景点。
初冬暖阳下，在燕子矶公园江畔，一群年轻
人身着汉服在拍照。在达摩古洞景区，树木
掩映中，百态达摩石窟全貌逐渐显现，令人

震撼。幕燕滨江风貌区曾是南京工业重地，
生态环境遭遇多重威胁，文化遗迹遭受严重
破坏。多年来，该地区累计投入 40亿元进行
生态修复，建设滨江风光带。 2021 年 5 月，
南京旅游集团打造了高品质滨江游项目“长
江传奇”游轮，为推进长江文化旅游高质量
发展注入新动能。

长江文化与人文底蕴相生相促。万里
长江，险在荆江，位于荆江迎流顶冲最上端
的公安县北枕长江、南临洞 庭 湖 。 千 百 年
来，这里的人们始终依水而居、与水抗争，
形 成 独 具 魅 力 的 治 水 文 化 。 近 年 来 ，公 安
县 保 护 治 水 文 化 遗 存 ，建 设 长 江流域抗洪
精神主题展示馆，弘扬抗洪精神，传承治水
文化。

长江文化与文旅融合相得益彰。夜晚
的四川都江堰市游人如织，都江堰南桥、天
府源廊桥一片流光溢彩，灯光在水面照射出

“蓝眼泪”景观，吸引不少外地游客前来打
卡。“目前我们正推进都江堰世界遗产水文
化活化利用项目，未来景区游览体验内容将

进一步丰富。”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
管理局规划建设科科长张瑞平介绍，该项目
已入选四川省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项目申报
名单，主要包括建设都江堰长江水文化展示
体验中心、依托离堆公园山水实景打造夜间
水文化光影秀等。

今年 10 月在湖北武汉召开的长江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推进会上，各地提出新举措：
江苏省要坚持系统保护、价值挖掘，谱写“水
韵江苏”的新篇章；湖北省将统筹推进系列
重大文化项目实施，持续开展课题研究，生
动讲好新时代长江故事；四川省将强化区域
协同发展，让千年文脉支撑和促进长江上游
高质量发展……

“长江是传播中华文明的标志性符号，
是打造中华文化的超级 IP。”武汉大学国家
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傅才武说，建设长江国
家文化公园对于充分开发长江的历史文化
资源，激活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丰富完善
国家文化公园体系具有重大且深远的意义。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12月 4日电）

看 长 江 之 美 品 长 江 之 韵
——多地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观察

在 我 国 文 化 遗
产保护领域的首个
多场耦合环境模拟
实验室，1∶1 基于传
统工艺制备的夯土

墙体试验样品正在经历“太阳”的照射。“太
阳”由 9 盏架设在屋顶的灯组成，经过人工
调节，一次照射周期就能模拟一轮太阳的东
升西落。

“实验室可以加速模拟漫长而微妙的自
然变化，帮助更快获知长城对不同环境的响
应机制，以及对不同保护措施的耐候性。”敦
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副所长裴强强说。

西北地区多以黄土夯筑长城为主，在漫
长时光中，墙体根部掏蚀凹进、墙面风化剥
落、裂隙发育等病害都在加速长城的“衰老”。

“文物保护要从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
护转变，就必须搞清楚文物劣化的深层次机
理。”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郭青林说。

老一辈文物工作者在专注对长城本体
进行“抢救”的同时，通过开展小体量的室内
实验和足尺现场试验积极探索预防性保护之
道。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多场耦合环
境模拟实验室就是我国文物科技领域一次全
新探索。

多场耦合，指模拟温湿度、光照、降雨、降
雪多因素时序性自然环境条件。裴强强介绍，
实验室从规划到建成，前后历时近 15年，他们
基于不同区域 10年间的基础气候资料，分析
总结提取了对长城影响较大的极端天气和气
候环境，并想方设法在实验室实现模拟加载。

2020 年底，多场耦合环境模拟实验室
正式投运。这个实验室不仅具有时间可控、
变量可控、条件可重复、能进行足尺模型试
验等优点，还能承载数吨重的大型土遗址样
品，可在较短时间内模拟土遗址长期受自然

环境影响出现的病害。
截至目前，甘肃省已经突破并掌握了包

括锚固灌浆加固技术、支顶加固技术、表面
防风化技术在内的一系列土质长城保护关
键技术，并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保护理论和
工艺技术规范。针对根部掏蚀土遗址病害
发育机制与稳定性问题，多场耦合环境模拟
实验室获得了相关理论性指标。

裴强强介绍，目前长城保护修复最大的

难点还是对古代传统工艺的科学认知。
甘肃东西绵延 1600 多公里，从东向西，

土壤中沙子、石头逐渐增多，土壤黏性逐渐
降低。古人便利用红柳、芦苇等植物为长城

“加筋”，通过植物的拉接力提高墙体的整体
稳定性。长城的营造技术可以形容为传统
夯筑工艺的“升级版”。

裴强强说，古代技艺的传承主要依靠工
匠口口相传，没有留下详尽的文字资料，科研
人员只能通过分析试验来模仿、模拟。比如，
相传在夯土中加入粥浆、羊桃藤、红糖水等物
质，可增加墙体强度。他们也用试验证实了
它们的作用，但具体的配方、工艺仍需摸索。

在与多场耦合环境模拟实验室相距不
远的另一座实验室里，记者还看到许多不同
的夯锤和各种圆柱状的夯筑样品。

裴强强说，未来他们希望通过研究试
验，不断构建不同区域环境下长城建造技艺
的指标性理论，深化对长城建造智慧的认识。

2022年 9月，明长城西端起点所在的嘉
峪关在实施一项长城保护修缮工程中，融合
运用了研究性修缮理念。在修缮中，文物工
作者除了在长城表面渗透 PS 材料（一种高
模数的硅酸钾溶液）进行加固外，还实施了
红柳麻丝加筋、麻撮加筋、夯筑砌补等传统工
艺保护措施。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兰州 12月 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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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紧制定建设中国特色现代
资本市场政策框架

问：中 央 金 融 工 作 会 议 对“ 加 快 建 设 金 融 强 国 ”
“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证监会将如何
贯彻落实？

答：会议召开以来，我们围绕全面贯彻会议精神，加
快建设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
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谋划了一系
列落实举措。概括起来，就是把握

“一条主线”，做到“三个突出”。
“一条主线”，就是强化政治引

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
资本市场监管的政治性、人民性，
加强党对资本市场的全面领导，特
别是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强
化各级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
能，切实把党的领导贯彻到资本市
场工作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三个突出”：一是突出主责主
业。全面强化监管主责主业，提升
监管效能，提升对资本市场重点领
域 风 险 的 源 头 防 控 ，守 牢 风 险 底
线，筑牢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基础。
二是突出改革深化。坚持在市场
化法治化轨道上推动资本市场改
革创新，着力解决资本市场不平衡、
不充分突出问题，更好发挥资本市
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枢纽功能，为
实体经济和投资者提供高质量的服
务。三是突出自我革命。坚持刀刃
向内，推进证监会系统全面从严治
党，更大力度推动中央巡视整改常
态化、长效化，锻造忠诚干净担当
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围绕健全资本市场
功能推出更多务实举措

问：中 央 金 融工作会议明确指
出 ，“ 坚 持 把 金 融 服 务 实 体 经 济 作
为 根 本 宗 旨 ”“ 更 好 发 挥 资 本 市 场
枢纽功能”。证监会在支持实体经
济高质量发展上有什么具体考虑？

答：资本市场在整个金融市场
中体量不算大，但在服务实体经济方
面具有独特优势。一是资本市场信
息高度透明、价格信号灵敏，是资源
配置与政策传导的重要渠道。二是
资本市场具有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
特点，能够促进完善公司治理，有效
激发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和企业家精
神。三是能够优化融资结构，助力稳
定宏观杠杆率。四是资本市场覆盖
股债期、场内外等丰富的投融资工
具，能够满足实体经济和投资者的多
元化金融需求。下一步，我们将坚
持问题导向，守正创新，围绕健全资
本市场功能，推出更多务实举措。

第一，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
深走实。坚持以信息披露为核心
的理念不动摇，坚持注册制的基本
架构不动摇，加大对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重
点领域的支持力度。

第二，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
系。积极发展多元化股权融资，坚
守各交易所板块定位，支持上海、深
圳证券交易所建设世界一流交易
所，高质量建设北京证券交易所，推
动新三板和区域性股权市场制度和
业务创新，更好发挥私募股权创业
投资基金积极作用，进一步完善层层递进的市场结构。

第三，大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我们将扎实推动
新一轮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三年行动方案落地，突出中
国特色公司治理建设。优化并购重组、股权激励、分红
等制度安排，健全常态化退市机制，督导上市公司规范
治理、诚信经营，支持更多上市公司做优做强，带动产
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助力夯实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

第四，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统
筹开放和安全，稳步推进市场、机构、业务的立体化开
放，深化拓展互联互通，便利跨境投融资，同步加强开
放条件下的监管能力建设。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稳定运行

问：中 央 金 融 工 作 会 议 强 调 ，要 全 面 加 强 金 融 监
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大家都很关心资本市场
的平稳健康运行，证监会在这方面将采取哪些举措？

答：近年来，我们坚持“敬畏市场、敬畏法治、敬畏专
业、敬畏风险，发挥各方合力”的监管理念，坚决打好防
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资本市场重点领域风险持
续收敛、总体可控。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提升监管适应
性、针对性，为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

一是全力维护资本市场稳定运行。我们将加强对
股市交易行为、资金流向的监测，建立健全风险综合研
判和预警机制。

二是落实监管主责主业。坚持早识别、早预警、早
暴露、早处置，着力提升抓早抓小的能力，强化对大股
东资金占用、过度杠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缺乏隔离
等潜在风险隐患的源头治理。

三是坚决消除监管真空。加强监管协同，依法将
各类证券活动全部纳入监管，严厉打击“伪私募”，清理
整顿金交所、“伪金交所”。

四是加强监管能力建设。落实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任务，健全内部协同机制，切实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同
时，加强监管科技建设，强化跨部门信息共享，提升数
字化智能化水平，为监管履职提供更有力支撑。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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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更好

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

深走实。证监会如何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

议的相关部署？如何更好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

发展？如何促进资本市场的平稳健康运行？新

华社记者专访了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易会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