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加大琉璃河商周遗址保护开发力度的建议

邓展渤

问题：

琉璃河商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琉璃河遗址位于房山区

琉璃河镇西部，是周昭王八年（前 1045 年）燕国的初都所

在地，是西周考古中发现的一处集城址、宫殿区和诸侯墓地

同时并存的遗址。琉璃河遗址经过发掘发现了城址，还发掘

出了燕国贵族墓葬区，并出土了一批带有燕侯铭文的青铜

器，从而确定了琉璃河遗址是西周时期北方重要的邦国燕国

的都城，是北京建城最早的见证，为北京城的发源地之一。

琉璃河遗址的发现，将北京的建城史上溯至 3000 多年前，

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社

会价值 。琉璃河遗址出土刻有“成周”文字的甲骨，为确

定燕都城址年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是“夏商周断代工程”

的重要收获。

分析：

年初，区政协成立了关于琉璃河商周燕都遗址保护与开

发调研课题组，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在课题组各位专家的指

导下，对燕都遗址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了解了遗址

的发掘过程、出土文物以及几十年以来的保护开发和利用，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感觉到自己生活在房山这片热土，见证

几千年灿烂的文化积淀，更应该为琉璃河遗址的开发做点什

么。

建议：



关于对琉璃河商周燕都遗址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提出

几点建议：

一、借着刚刚闭幕的党二十大的东风，提升民族文化自

信，立足首都文化富矿区位优势，结合新一轮城南行动计划

的实施，我区文旅融合发展的全新定位，从顶层设计和规划

层面入手，保持高站位，高品质，做大，做强，做精，注重

品牌开发和资本力量的引入。参考故宫博物院，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国内外商业巨头，资本运营团队，符合国家引导资

本有序流动的大趋势。

二、琉璃河地处京津冀三地咽喉要道，距离京、保、石

位置适中，同时承接首都与雄安新区联络带的功能。琉璃河

是北京之源，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商周遗址是我国由

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重要节点。放眼世界，可借鉴的

典型历史遗迹开发项目，如：古罗马竞技场、希腊伯罗奔尼

撒古城；国内开发实例：平遥古城、阆中古城、良渚古城等

等。参照它们的开发经验和运营模式，制定可持续的策略。

三、引入高端的运营团队，着力打造世界级品牌，提升

国际知名度。深度挖掘文旅资源，遗址的发掘和日后的运维，

不只是定位于历史文化教育基地和景点的功能，更应注重以

此提升民族文化自信，提升房山整体的历史文化地位。同时，

在日后的运营上打造极具经济价值的亮点，是房山平原地区

更是南城地区的金名片，新的经济增长极，带动产业化的就

业规模。



关于加大琉璃河商周遗址保护开发力度的提案办理情况

承办单位 琉璃河遗址管理处

一、规划引领，科学部署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落实

蔡奇同志调研琉璃河遗址的指示要求，全力推进琉璃河考古

遗址公园建设相关工作，我单位组织编制《琉璃河遗址保护

规划（2022 年—2035 年）》（以下简称《保护规划》）及《琉

璃河考古遗址公园规划》（以下简称《公园规划》）内容，全

力推进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相关工作。

（一）《保护规划》正式对外公布

2020 年 11 月经市政府批准同意，2021 年 3 月 11 日《保

护规划》对外公布实施。《保护规划》综合考虑了琉璃河遗

址的文物保护要求，周边地区城乡发展情况，后续考古工作

开展，历史环境保护和景观协调，以及保护管理工作的可操

作性等因素，划定保护区划范围 17.3 平方公里，形成了文

物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环境控制区等保护体系。

（二）《公园规划》正式获批

按照《保护规划》，我单位于 2018 年启动《公园规划》

编制工作，期间共召开各类会议 30 余次，收集意见建议 200

余条，数易其稿，2023 年 4 月国家文物局批复原则同意《公

园规划》。《公园规划》的正式获批为遗址公园建设工作奠定



了基础。

《公园规划》按照“宜小不宜大，保持完整性”的原则，

划定遗址公园范围总面积约 3.37 平方公里。定位以考古工

作与研究为核心，以燕文化阐释与展示为重点的国内领先、

国际一流的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文

化遗产，打造代表考古、考古学、北京考古发展的金名片。

二、配合考古，挖掘价值

（一）考古发掘任务完成情况

为高标准做好考古工作，摸清重要遗存分布和保护现

状，需对琉璃河遗址进行长期持续的考古勘探工作。2019 年

至今，已累计开展考古发掘面积约 1990 平方米，已累计开

展考古勘探面积约 80 万平方米。

（二）按时完成清渣降方工程

为实现最小干预、精准发掘，了解遗存分布、保存状态，

保障 2023 年考古发掘工作顺利开展，已完成发掘区域渣土

清理降方工作。

（三）深挖琉璃河遗址价值

为保存琉璃河遗址本体及其环境的完整性、真实性、延

续性，聚焦北京下一个申遗项目。2023 年 4 月份，我单位启

动了琉璃河遗址世界文化遗产突出普遍价值预研究相关工

作。目前，已编制完成预备名录申报材料，包括前期资料整

理、实地调研、筛选遗产点、遗产点概述等，完成价值预研



究研究资料汇编及文献检索目录。通过对琉璃河遗址遗产构

成确定、价值分析、比较研究等工作，完成《中国世界文化

遗产预备名单》申报材料及《琉璃河遗址申遗价值预研究》，

上报市文物局，7 月 13 日通过市文物局专家论证会审议。

三、统筹资源，联动发展

(一)完善机制，成立区文旅投公司

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要与周边文旅业态有机结合，

强化京保石发展轴上的重要节点作用，同时与全区的文化旅

游资源有效整合，切实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实现房山区文旅

产业跨越式的提升发展。同时，深入挖掘琉璃河遗址文化内

涵，做好核心价值阐释，树立文化品牌，同步推进公园建设

投融资和运营模式的研究工作。为此，成立区文旅平台公司，

会同区文旅局研究引入专业合作公司，将全区文旅资源纳入

文旅平台公司运行，主动与合作意向企业对接、洽谈，启动

文旅项目招商策划工作，助力房山区文旅产业跨越式发展。

（二）推动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总体策划研究工作

为充分发挥遗址公园的带动作用，房山区从目标定位、

项目策略、总体策划、资金平衡测算等方面入手，结合政府

基本保障、社会资本引入、相关政策扶持等方面，以后期市

场化运营反推前期投资建设为主线，开展琉璃河考古遗址公

园总体策划与概念性设计研究工作。总体构建了“一轴两翼，

五区联动”的遗产地发展格局，一轴主要是依托琉璃河考古



遗址公园以及琉璃河湿地公园，打造西周燕都文化展示轴，

两翼以产业联动发展为重点，包括了西侧的文化产业发展

翼，东侧的乡村文旅发展翼。形成以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为

核心，联动周边村镇、农林、湿地等资源发展，总面积为 7.86

平方公里。以达到强化区域自我造血能力，焕发遗址强大生

命力，确保遗址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三）启动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一期建设

依据《公园规划》确定《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一期建设

实施方案》，并推进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一期建设，主要包

括：公园近期出入口、道路改造及沿线景观提升、数字沉浸

式时空仓、夯筑体验区、临时营地等内容。

截至 2023 年 7 月下旬已基本完成景观微地形和景观种

植，但受“23•7”特大暴雨灾害影响，景观微地形部分区域

出现坍塌、沟壑，景观种植区域播种和栽苗被淤泥覆盖，根

系受损，无法正常生长。同时，安技防设备设施等受损严重。

目前，正在编制《琉璃河遗址核心区安技防设备设施恢复项

目实施方案》和《景观微地形和景观种植恢复方案》，调整

优化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一期工程设计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