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李德欣 李春宇 陈钟昊

仲夏时节，层峦耸翠。北京西北燕

山，明长城犹如巨龙在“绿海”间蜿蜒。

沿着长城脚下的山谷小路一直

向南，便来到青山环抱的石峡村。抬

头远望，山脊处可见长城逶迤；环视

乡间，处处可见的长城元素图饰，展

示着这个小山村与长城的特殊情缘。

今年 5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

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的乡

亲们回信，深刻阐释长城的独特价值

和守护好长城的重大意义，勉励大家

“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财富世世代

代传下去”。

长城长，石峡兴。多年来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活在这里的“长

城儿女”自发守护家门口的世界文化

遗产，书写下保护传承与乡村振兴协

同发展的精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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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砖者拆砖者””变变““守护人守护人””

“长城，我又来喽！”

登上石峡关长城，80 岁高龄的石

峡村村民梅景田对着山谷放声呼喊。

“这敌楼、垛口，都是我小时候玩

的地方。”梅景田深情地说。

石峡村人的“长城情”与生俱来。但

一度，这里的情景曾令梅景田痛心无比。

“城墙破破烂烂，遍地都是杂草和

垃圾，有些段落如果不说，根本看不出

是长城。”他回忆，不少城砖都被附近的

村民拆走拿回家盖房子了。

“这是老祖宗留下的遗产，不能毁

在咱们手里啊。”梅景田拿起木棍，背起

编筐，凭着一股执拗劲开始保护长城。

来回一趟 20 公里，有时上午巡查完，下

午不放心还要再走一趟。看到有人拆

砖挪用、私刻乱画、露营野餐、乱扔垃

圾，他都毫不迟疑上前制止。在村里，

梅景田也没闲着，看到谁家院墙上有长

城砖，就苦口婆心地劝说上交，实在不

行就自己掏钱买水泥和人家换。

1984 年，“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

动 在 全 国 范 围 开 展 。 消 息 传 到 石 峡

村，不少村民受到触动：“全国人民捐

钱修长城，咱们要是还破坏家门口的

长城，哪有颜面见人？”越来越多的村

民把家里的城砖交了回来，有空还和

梅景田一起到长城上巡视。

2006 年，《长城保护条例》正式施

行。梅景田的底气更足了，在他的号

召下，石峡村长城保护小组成立，百余

人的村子，参与长城保护的近 80 人。

近 20 年来，人员几经变化，对长城的

守护依然初心不改。

随着年岁增大，本该颐养天年的

梅景田，还是惦记着长城保护。“舅，有

我们呢。”外甥女刘红岩在 2019 年通

过考试，成为北京首批 400 多名长城

保护员中的一员。

穿上亮橙色马甲，背上登山包，44

岁的刘红岩几乎每天都要沿石峡关长

城行走数万步。“每段墙体什么样早就

印在脑子里了。”刘红岩说，“一旦发现

墙体有变化，我们立刻拍照上传，请后

方的研究人员查看是否有安全隐患。”

如今的长城保护，不只依靠村民自

觉，还有专业保护团队和先进技术设备

为长城“精准诊疗”。“石峡关所在的八

达岭区域目前拥有无人机文物巡控平

台和智慧景区管理平台，未来还将实现

区域内流程协同、数据分析等技术升

级。”延庆区文物局副局长刘满利说。

““穷山沟穷山沟””变变““富民村富民村””

石峡村明代建村，曾为居庸北部战

略要地。由于地处深山交通

不便，村里发展曾经困难重重。

2000 年，柳玉清从吉林老家嫁到

石峡村，还没进村就皱起了眉。“那时

候村里穷，很多院墙都塌了，还不如我

娘家农村呢。”她回忆道。

2014 年，在长城脚下长大的延庆

沈家营人贺玉玲来到石峡村，看中了

这里的长城文化资源，从此扎根搞起

餐饮民宿产业。

破旧的院子一租就是 20 年，翻新

改造、设计装修……村民手里拿着租

金自然高兴，但心里难免犯嘀咕：“花

这么多钱租咱这破房子，还往里搭钱，

这个人到底图个啥？”

贺玉玲用实际行动为村民解惑。

先后租下的 12个院落，被改造为“春居”

“幽夏”“醉秋”“冬隐”等不同主题的民

宿，还创立“石光长城”民宿品牌。她还

把自家酱制手艺带到石峡村，融入村里

传统的“石烹宴”，打造特色美食品牌。

身处风铃叮咚作响的山间古居，四

目所及处处见长城，透过屋顶玻璃就能仰

望星空……依托独特的长城资源，“石光

长城”名头逐渐打响，年收入达600万元。

“作为‘长城儿女’，我们既要保护

好珍贵的长城资源，也要带领更多村

民走上致富路。”贺玉玲说。

农闲时节，一些村民

到“石光长城”打零工

增加收入。越来越

多 游 客 慕 名 而

来，乡亲们也

开 始 尝 试 将

自家院落改

造成民宿。

随 着 美 丽

乡 村 工 程

的 持 续 深

化，村容村貌

焕然一新。

现 在 的 柳

玉清有点忙。她

一边在“石光长城”

做村史文化讲解员，一

边经营着自家民宿，还顺带销

售山茶等土特产。“现在一年能增收四

五万元，日子越过越红火！”

如今，石峡村拥有21家民宿，每逢节

假日顾客盈门。2023年，村集体经济总收

入达到808.5万元，人均所得36221元。

“未来，石峡村所在的八达岭镇长城

片区将成为集休闲农业、科普研学、乡野

休闲、民宿度假、文化休闲于一体的旅

游目的地，形成产业链完善、主体功能

齐全、协同联动发展的文旅格局。”延庆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曹凯锋说。

““土习俗土习俗””变变““金名片金名片””

石夯、门枕、城门匾额……石峡村

村史馆约 340 平方米的空间里，400 余

件展品讲述着这座昔日长城关堡的历

史渊源、农耕文化和饮食特色，让来到

这里的人们以全新的视角认识长城。

“我从小吃的火勺、桲椤叶腌酸

菜，也是几百年前长城工匠和将士们

吃的食物！”71 岁的村民谷同富从八

九岁开始爬长城，对山上的野果、野菜

如数家珍，“没想到咱这土里土气的老

习俗，还这么有文化。”

练兵场、烧窑厂、古井……散落在

村里的遗迹，依稀勾勒出数百年前的

关隘样貌。随着长城文化研究逐步深

入，更多尘封的历史记忆被唤醒。

去年 7 月，在石峡村北关，参与“长

城营造社”活动的同学们搭建起一座

古代城门的框架。这座抽象的“城门”

与一旁的堡墙遗迹连接起来，再与山

脊上的长城相对照，方圆五里内的长

城防御体系便一目了然。

“长城涵盖了军事防御、农业屯垦、

商业贸易、文化礼俗、聚落建筑等多个系

统。”“长城营造社”发起人之一、北京建筑

大学历史建筑保护工程系副教授贺鼎

说，“在长城脚下的古堡村落开展活动，可

以让更多人了解长城内在的遗产价值。”

石峡村数公里外，八达岭学校的

美术教师牛淇正在为学生讲授长城元

素文创系列课程。马克杯、手机壳、书

签、冰箱贴，一件件包含长城元素的精

美文创产品设计，均出自兴趣小组学

生 之 手 。“ 长 城 的 伟 大 体 现 在 砖 石 之

间，我们生长在长城脚下，感到非常骄

傲。”初二学生张诗曼说。

“长城保护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

新 时 代 更 需 要 青 少 年 传 承 好 长 城 文

化、当好接班人。”延庆区教委主任张

树清说，“长城教育”目前已融入延庆

区幼儿园、中小学课堂内外。

以长城为主题的文艺作品、文旅产

品也更多了：大型沉浸式情景剧《梦华·

长城》在北京世园公园火热上演，一幕穿

越千年；中外艺术家在北京长城音乐会联

袂呈现视听盛宴，长城再添“国际范”……

“延庆的长城极具代表性，春夏秋

冬、四季皆景。”延庆区委副书记、区长叶

大华说，“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

托，坚持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坚持‘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深挖长城文化资源，擦亮

‘金名片’。”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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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石峡关长城和长城脚下的石峡村。

②长城保护员刘红岩在石峡村的明

长城上巡查。 本组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长城保护员刘红岩在石峡村的明长城上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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