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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大大遗址保护利用力度，加快文旅深度
融合的提案

提案人 郭京宁

问题：

大遗址是从文物保护和管理角度提出的重要概念，由遗

存本体与相关历史环境组成，具有遗存丰富、历史信息多、

现存景观宏伟，以及年代久远、地域广阔、类型众多、结构

复杂等特点。

国家文物局发布的“十四五”时期大遗址名单中我市有

三处入选，其中周口店（旧石器时代）、琉璃河（西周）均

在我区。此外，我区还有窦店古城（战国至汉代）、广阳城

（汉代）、蔡庄古城（汉代）、云居寺（隋唐）、金陵（金代）、

十字寺（元代）、庄亲王园寝（清代）等众多大遗址，是我

市大遗址最多的区。这些大遗址时代连续、类型多样、内涵

丰富，是我区历史文化的金名片。目前，在大遗址的保护利

用、发挥价值、文旅融合上仍面临一些困难，存在可进一步

提升的空间。

分析：

1.保护利用的思路仍不清晰。除周口店遗址保护利用较

好外，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的定位尚不明确，广阳城、窦店

古城、金陵、庄亲王园寝等目前均处于被动保护状态，创新

的保护利用思路没有充分挖掘，没有融入到当地的区域发展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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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古工作基础尚需夯实。考古工作是研判大遗址内涵

的基础，需要长期、科学的开展。目前只有琉璃河遗址近三

年开展了小规模的考古工作，金陵、窦店古城、广阳城等考

古工作均处于停滞状态，对遗址内涵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3.管理运营机制亟待完善。除周口店和云居寺外，普遍

缺乏专门的管委会或管理机构进行统筹管理，遗址保护利用

整体活力不足，社会力量参与不够。同时缺乏专门的运营机

构进行专业运营，发展可持续性水平较低。

4.展示活化手段创新不足。对大遗址重大价值的阐释不

够全面充分，解读不到位、呈现不清晰、展示水平较低，对

民众吸引力不足，与周边游览参观场所关联不强，对城市文

化品质整体提升效果不明显。

建议：

1.制定遗址规划，明确保护思路。由各属地政府或相关

机构编制遗址保护规划。坚持遗址保护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相结合、与当地惠及民生相结合、与当时城乡基本建设相结

合、与当地环境改善相给合。针对各大遗址的自身特点，借

鉴良渚、仰韶、三星堆、海昏侯等先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经

验，多渠道争取国家、市级资金及社会基金，创新理念，高

水准制定遗址保持规划，找准发展定位，明确遗址核心价值

与核心竞争力，建成文化底蕴浓厚、遗址环境优越、游客流

连忘返的网红打卡地。建议优先加快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规划编制，以世界遗产为目标，突出遗址特色，深化遗址

核心价值的研究，力争成为新时代全国考古遗址公园的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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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2.开展持续考古，深挖遗址内涵。加强与市文物局等单

位的联系。发挥在京考古单位、高校、科研院所众多的优势，

制定长期、科学、系统的考古工作计划，做到“一遗址一策”，

以一流的考古水平，深入发掘和构建遗址的价值体系。

3.探索管理机制，焕发遗址活力。争取市委编办等部门

的支持。以琉璃河遗址为重点，成立单独的管理机构，统一

进行管理。将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作为重大项目带

动，以大投入落实大保护，以大建设带动大发展。并参考浙

江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政府主导＋专家指导＋社会

力量”的创新模式，由属地政府牵头，打造集文物保护展示、

文化产业发展、休闲旅游、运动体验、城市形象展示于一体

的文旅综合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广泛团结专

家学者、周边居民、参观游客、志愿者、非政府组织（NGO）、

其他相关团体等利益相关方，积极参与决策讨论、价值讨论、

利用研究等工作，为北京市、房山区和民众提供高品质、综

合性的公共文化空间，形成“共谋、共创、共赢、共享 ”

的新型大遗址治理机制。构建大遗址人防、物防、技防“三

位一体”的立体化安全保护体系。

4.提升展示水平，促进文旅融合。组织高校、科研机构

等智库开展房山历史文化旅游的专项研究。实现科技创新引

领，将科技与学术有机结合带动大遗址展示整体发展。探索

大遗址的展示、解说、传播方式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转

型。打造高水准的遗址公园景观环境。努力把大遗址打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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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历史内涵、人文环境与生态环境高度和谐、完美融合的文

化遗产保护典范，从而成为大遗址保护利用的“房山样本”。

重视宣传推介对象的大众化和年轻化，弘扬优秀文化，让更

多的房山青少年了解房山厚重的历史。以遗址+旅游的思路，

充分激发文旅等我区资源优势，将周口店、金陵、十字寺、

窦店古城、琉璃河、云居寺等大遗址连成串，实现周口店、

琉璃河、云居寺三大文化组团的有机串联，整体打造北京第

二条国际旅游精品路线，努力形成全市乃至全国的知名文化

IP，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交出房山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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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大大遗址保护利用力度，加快文旅深度
融合的提案办理情况

承办单位 琉璃河遗址管理处

一、多措并举，保障提案办理质量

一是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落实，明晰办理要求和完成

时限，确保办理任务清晰明确。二是加强与委员的沟通联系，

充分了解和掌握委员想法及对办理工作的期望，提高提案办

理质量，有效保障办理效果。三是坚持将解决实际问题作为

办理工作的最终目标，积极采纳合理化的建议，制定有针对

性的措施推进落实。

二、聚焦问题，有效落实提案建议

（一）坚持规划引领，科学谋划发展格局

一是推进《周口店遗址保护规划》修编工作。《周口店

遗址保护规划》于 2006 年公布实施，2019 年启动规划修编

工作，2021 年 10 月上报国家文物局，正在履行审批程序。

新版保护规划保护范围面积由原来4.8平方公里调整为5.12

平方公里。

二是编制《周口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2020 年与

周口店镇共同启动第二轮公园规划编制工作。目前，已完成

初稿。公园核心功能区以遗址保护范围为基础，划定公园范

围总面积约 2.5 平方公里。

三是编制完成《琉璃河遗址保护规划》。2011 年启动编

制工作，2021 年 3 月公布实施。保护规划明确了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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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控制地带、环境控制区共 17.3 平方公里。

四是编制《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规划》。2018 年启动编

制工作，2022 年 3 月编制完成通过区政府常务会和市文物局

专题会审议，4 月通过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专项建设组

会议审议，并于 5 月上报国家文物局。

（二）加强保护利用，充分展示历史文化价值

一是加强周口店遗址考古资料整理和报告出版，开展公

众考古，持续推进大遗址内涵研究和价值阐释，推动大遗址

考古成果惠及民众。

二是开展琉璃河遗址考古工作。2021 年发掘面积 400 平

方米，出土带有铭文的青铜卣，填补了传世文献中关于西周

封国都城建造的空白，实证三千余年北京建城史。琉璃河遗

址考古新发现获评“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2021 年度十件大事”。

2022 年琉璃河遗址发掘项目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发掘面积

1000 平方米。目前已完成渣土清理和树木伐移，考古队已进

场作业。

三是推进云居寺石经、纸经、木经等文物本体保护，完

成石经山考古调查、地勘监测和石经山洞区环境监测项目，

完成明代纸经、清代龙藏木经版修复工作，实施云居寺文物

数字化保护利用、云居寺唐塔等保护项目，发布《云居寺石

经博物馆珍贵文物选》。

（三）强势宣传推广，擦亮北京源文化“金名片”

一是以“三大文化组团”为重点，推出 14 条春季旅游

路线和 10 条“大美房山 非常精彩”旅游线路。周口店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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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夜场，推出博物馆夜探行动等活动。云居寺以“点亮房

山夜经济，焕发城市新活力”为主题，开展了 4 期“大美房

山 禅意云居”云居寺夜间沉浸式文化体验活动。

二是会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拍摄

播出《北京琉璃河遗址》纪录片，与北京广播电视台合作拍

摄播出《博物馆之城》（琉璃河遗址）、《我的桃花源》11 期。

组织《“我”从远古走来--周口店遗址文物特展》走进鄂尔

多斯博物院、“云居春迴——云居寺禅意书画展”等文化交

流活动。

三是构建新媒体宣传矩阵。打造“台、网、端、微、报”

等多元发布体系，构建全媒体宣传矩阵。截至今年 8 月底，

累计发布视频、图文共 3000 余个，播放浏览量 300 余万次。

三、完善机制，助推遗址公园建设

一是在市全国文化中心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增设琉璃河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专项建设组，高位推动公园建设相关工

作。

二是成立专家指导委员会，为文保、考古、公园规划、

建设和申遗等工作持续指导。

三是组建琉璃河遗址管理处，负责琉璃河遗址的保护、

管理、规划建设等相关工作。

四是设立警务站，严格落实属地文物保护主体责任和人

防、物防、技防各项措施，发挥文物协管员作用，强化对遗

址巡视检查。

五是完成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申报工作。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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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材料已于 2022 年 6 月经市文物局审核后上报国家文物

局。

六是启动琉璃河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突出普遍价值

预研究和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策划与概念性设计研究；

成立区属文旅投平台公司，开展公园建设投融资模式研究等

工作。

四、下一步工作

一是探索研究三大文化组团运营体制改革，以“国有资

产管理公司+社会化、市场化运营”的模式，利用文旅投平

台公司，实现景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二是持续加强重要遗址的保护利用，深化开展对周口店

遗址、琉璃河遗址、云居寺等考古发掘、保护研究和展览展

示。

三是加快琉璃河、周口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建

设。

四是加强与市文物局、国家文物局的协调沟通，确保琉

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申报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