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关于琉璃河遗址保护利用的建议

区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院长 郭京宁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委员:

根据大会安排，我将在参与琉璃河遗址公园建设

调研过程中的一些思考、体会向大家做一分享。

一、规划好“十四五”期间琉璃河考古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

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

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琉璃河考古工作有良好基础，“十四五”期间可以

加大力度，力争取得重大成果，向北京建城 3070 年

（2025 年）献礼。一是力争纳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

国”重大项目，提升琉璃河遗址在中华文明形成史中

的地位。二是精心组织好考古力量，集合国内外的专

家资源集中攻关。三是充分调动跨学科的知识技术阐

释好遗址价值，为申遗做准备。四是及时公布考古成

果，让人们更好地认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五是加

强考古能力建设和学科建设，积极培养壮大考古队伍，

让更多年轻人热爱、投身考古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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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好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考古工作具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要处理好考古

工作与公园建设的急迫性的关系，不能急于求成。希

望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一定要突出特色，避免“千

园一面”和过度公园化倾向，要让文化遗产有尊严、

让琉璃河遗址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让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过程成为惠及民生的过程。

首先，要有一批高水平的专家来把关定向。目前，

已成立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

由单霁翔领衔任主任，成员有陈同滨、王巍、陈星灿

等国内知名专家，为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指

导把关。

其次，要把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作为牵

引房山文化旅游板块的核心引擎来推动。市领导提出

“回眸历史看房山”“厚积薄发看房山”，要打造独一

无二的首都西南精品国际旅游线路，琉璃河因其良好

的地理位置、深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文化魅力，应

该成为房山文化旅游的龙头和枢纽。琉璃河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建设既要展示好琉璃河遗址的魅力，也要规

划好房山文旅板块的集散功能。

第三，要把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作为重

要的民生工程来推动。董家林、黄土坡等村庄的群众

为遗址保护出过力、做过牺牲，在今后遗址公园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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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中，要充分考虑当地群众的就业和生活改善，推动

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为房山经济、社会、文化、

生态的一个新增长点，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三、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

文物保护是亿万民众都参与的事业。在保护过程

中要给予广大民众更多文化遗产保护的知情权、监督

权和受益权。考古遗址公园要让人们感动于考古学家

的贡献，感动于三千年文明，这个遗址才能得到更好

地保护。要改变以往考古界不注重展示、不注重公众

考古工作的倾向，要切实花大气力加强考古成果的挖

掘、整理、阐释工作，做好考古工作的“后半篇文章”，

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要专题研究现有博

物馆功能提升方案，启动新建博物馆和考古工作站的

前期论证，使之成为展示琉璃河考古成果的平台载体。

建设好以琉璃河考古基地为中心的燕文化研究中心，

成为北京西南片区考古研究中心。密切对接中央媒体

和市级媒体，在《万里走单骑》《探索发现》《中国考

古大会》《博物馆之城》《何以中国》等文化栏目中讲

好琉璃河遗址的本体故事、关联故事、总结故事、学

术故事和世界故事，让文物活起来、“火”起来，取得

传播实效，扩大琉璃河和房山其他文化遗产的社会影

响力。



4

四、利用好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推进

机制

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要长计划、短安排，精心

设计好工作推动机制。现在最大的机制优势就是在北

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下专设一个琉璃

河遗址公园建设组，由主管副市长挂帅，办公室设在

房山区，统筹推进相关工作。有利于突出重点，明确

目标导向，有效推动难点问题解决，凝聚市区合力。

我们要抓住机遇，争取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发挥重

要作用。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