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带：指辽西长城文化带和辽东长城文
化带，以辽宁省现存最完整、景观价值最高
的明长城为主体，重点展现辽宁地区古代军
事防御体系的最高成就，将其打造为国家文
化名片——“万里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区：指以虎山长城和内外线堡城为核
心的鸭绿江下游长城防御体系展示区、以绥
中蓟辽长城交接段和兴城古城为核心的辽
西走廊山海城岛防御体系展示区、以建平县

烧锅营子乡燕秦长城和张家营子镇汉长城
为核心的辽西北早期长城防御体系展示区，
以及以北镇广宁城、镇边堡和凌海市龟山长
城、大茂堡为核心的军镇核心段防御体系展
示区。

多点：指与长城重大历史事件存在直接
关联，以及具有文化景观典型特征的多个标
志性长城点段、关堡卫所等作为形象标志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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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辽宁段）建设保护规划

明年完成5个重点区段主要建设任务
丹东虎山段以虎山长城遗址为核心，重点推进东北亚边疆历史文化博物馆建设项目、“宽甸六堡”展览馆建设项目，

完成长城旅游风景道建设；建平早期长城核心段以张家营子城址及烽火台为核心，重点推进建平县烧锅营子长城景区旅
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完成长城风景道骑行段建设；重点推进绥中长城博物馆项目、前所古城基础设施改善项目、锥
子山长城景区和小河口长城景区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

近期，辽宁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出台《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辽宁段）建设保护规划》。到 2023
年，丹东段、绥中段、兴城段、建平段、锦州段五个重点区段的主要建设任务基本完成，各类型长城博物馆、长城风景道、
长城标识系统、长城数字云平台等重点任务、重大工程、重要项目基本落地并投入运营。

绥中蓟辽明长城交会段
以锥子山——九门口——小河口长城

为核心，包括李家堡乡、永安堡乡、前所镇
相关行政村，总面积约 420 平方千米。该
项目段加强对前所城东墙、西墙及将军石
摩崖石刻等保护和展示，重点推进绥中长
城博物馆项目、前所古城基础设施改善项
目、锥子山长城景区和小河口长城景区旅
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完成辽西长城
国家风景道建设。

兴城古城“山海城岛”体系
以兴城古城为核心，包括兴城市城区、

菊花街道、白塔满族乡、元台子乡，南票区大
兴乡、虹螺岘镇和连山区寺儿堡镇等相关行
政村，总面积520平方千米。该项目段在营
城子城、“海防五城”考古勘探、发掘基础上
开展遗址的保护和展示工作，重点推进兴城
古城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改造项目、连山区
长城文化和旅游复合廊道建设项目，完成辽
西长城国家风景道建设。

丹东虎山段
以虎山长城遗址为核心，包括长城沿

线虎山镇、长甸镇、永甸镇、宽甸镇、青椅山
镇、九连城镇、楼房镇、爱阳镇等相关行政
村，总面积约 330 平方千米。该项目段对

赫甸城城址、爱阳城遗址等堡城遗址实施
修缮，对虎山长城 3 段墙体及江沿台堡、赫
甸城城址、九连城城址等重要堡城遗址实
施环境整治和展示，重点推进东北亚边疆
历史文化博物馆建设项目、“宽甸六堡”展
览馆建设项目，完成长城旅游风景道建设。

建平早期长城核心段
以张家营子城址及烽火台为核心，包括

长城沿线烧锅营子乡、张家营子镇和老官地
镇等相关行政村，总面积545平方干米。该
项目段加强建平燕长城和汉长城的日常保
养维护和监测工作，重点推进建平县烧锅营
子长城景区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完
成长城风景道骑行段建设。

锦州龟山段
以凌海市龟山长城和北镇市广宁城城

址为核心，包括凌海市板石沟乡、温滴楼乡，
义县大定堡乡，北镇市区、大市镇、正安镇等
相关行政村，总面积590平方千米。

该项目段加强北镇市广宁城城墙、大市
镇边堡及义县南树林子长城等遗址保护及
展示，建设凌海市龟山长城遗址公园和大茂
堡文旅融合景区，打造以长城烽燧文化为基
础的医巫闾山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完成长
城旅游风景道建设。

重点区段建设

重点建设阶段(2020-2023年)
到 2023年，丹东段、绥中段、兴城段、建

平段、锦州段五个重点区段的主要建设任务
基本完成，各类型长城博物馆、长城风景道、
长城标识系统、长城数字云平台等重点任
务、重大工程、重要项目基本落地并投入运
营，助力长城沿线乡村振兴，形成一批可复
制推广的成果经验，成为省内长城国家文化
公园的样板示范区。

全面提升阶段(2024-2025年)
到2025年，初步建立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辽宁段)管理体制机制，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辽宁段)建设实现进一步巩固提升，分级分

类的现代化长城文化展示体系基本建成，文
化旅游实现深度融合，数字化再现工程在传
承展示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长城国家文化
公园（辽宁段）成为彰显中华文化的重要地
标，在世界上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吸引力。

远景展望阶段(2026-2035年)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辽宁段)全面建成，

与相邻省份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实现全域融
合。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长城保护传承利用
体系全面建立，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辽宁段)
全面融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全局和当地人
民生活，长城精神得到广泛宣传，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建设目标三步走

管控保护区
由辽宁省已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组成；
对于尚未公布保护范围的点段，暂按构筑物
基底外扩50米划定。

主题展示区
由集中展示带、核心展示园、特色展示点

三种形态组成，是长城文化遗产展示体验的
主要区域，是主题突出、内涵清晰、边界明确、
功能完善的公共文化空间。集中展示带可分
为辽西丘陵明长城展示带、辽河平原明长城
展示带、辽东山地明长城展示带、辽西早期长
城展示带、辽东早期长城展示带五类，总长
387.63千米，总面积约100平方千米。

核心展示园可分为以丹东市宽甸满族
自治县虎山长城、葫芦岛市绥中县九门口
长城、朝阳市建平县烧锅营子燕秦长城和
锦州市凌海市龟山长城为核心的长城景区

类，和以葫芦岛市兴城市兴城古城和锦州
市北镇市广宁城为核心的城址景区类。辽
宁共规划建设 100个特色展示点，包括单体
建筑、关堡、相关遗存等不同类型。

文旅融合区
由主题展示区及其周边就近就便和可

看可览的历史城镇、传统村落和自然生态、
现代文旅优质资源组成，形成21个文旅发展
示范区。重点利用长城文物和文化资源外
溢辐射带动效应，通过“连点、成线、建网”；
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助推长城所
在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传统利用区
由城乡居民和企事业单位、社团组织的

传统生活生产区域，以及当地居民生产生活
所必需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特殊用
地和交通运输用地组成，是长城国家文化公
园的支撑服务区。

四类主体功能区

保护传承工程
实施长城本体保护修缮工程
加强保护长城文化景观及沿线自然生

态环境
完善长城预防性保护与监测
创新长城文化展示与价值阐释
研究发掘工程
加强长城文化和长城精神研究发掘
开展长城主体系列宣传活动
推进长城文化艺术创作
环境配套工程
做好长城辽宁段国家风景道体系建设
加强长城沿线生态涵养和治理

做好长城沿线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完善长城景区旅游公共服务和配套设施建设
开展文化市场环境整治工作
文旅融合工程
落实国家《长城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专

项规划》
开发长城文化特色旅游产品
打造长城文化旅游专线
推进产业集聚融合
数字再现工程
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搭建官方网站和数字云平台
完善长城辽宁段资源管理信息平台

开展五大建设工程

有“九边之首”美誉 看长城辽宁段数据
辽宁，作为长城资源丰富的省份，建设长城国

家文化公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辽宁境内
长城因其建造年代之早、边镇排序之前、防御责任
之重，坐拥明长城东端起点，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
殊的重要地位，并获得“九边之首”的美誉。

在年代上，长城辽宁段现存战国（燕）、秦、
汉、辽、明等5个不同时期的长城遗存。

在长度上，长城辽宁段燕秦长城总长度为

107.518千米，明长城总长度1235.989干米。
在跨度上，长城辽宁段涉及丹东、本溪、抚

顺、铁岭、沈阳、辽阳、鞍山、盘锦、锦州、阜新、朝
阳、葫芦岛和大连等13个地级市。

在资源认定上，长城辽宁段资源点段认定
数量位居长城沿线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
第5位，规模庞大。

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

绥中九门口水上长城。 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