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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桥峪堡活化利用的主要形式 遥桥峪堡是组成遥桥峪
行政村的五个自然村“遥桥峪村”的重要组成部分。堡城内现
有村民54户，户籍人口维持在100人左右。村内常住人口以中
年人为主，年龄段主要集中在40~50岁之间，年轻人基本在北
京市区和密云城区工作和生活。目前，遥桥峪堡活化利用的主
要形式为利用堡内经过改造的传统民居发展成的民宿，为游
客提供住宿及餐饮服务。

遥桥峪堡民宿的发展历史最早可追溯至 1991 年。当时，
伴随着云岫谷景区的开发，一路之隔的遥桥峪堡也迎来了大
量游客。随着轿车时代的到来，自驾旅游成为主流，游客对于
住宿和饮食的需求愈发强烈，部分游客出钱请当地村民帮助
解决住宿和餐食问题，这就促成了遥桥峪堡第一批民宿户的
诞生。

早期的遥桥峪堡民宿多为村民利用改建装修过后的自
家住宅，仅能够为游客提供住宿、餐食等较为简单、基础的
服务。随着游客需求的不断扩展，民宿经营者对自家改建的
民宿进行了逐步完善和档次提升，将火炕改成床铺，增加了
包括淋浴、卫生间、网络等相关设施，卫生条件也得以改
善。充满古风古韵的民宿，与堡城及周围优美的自然风景相
映生辉。

目前，遥桥峪堡已经形成了以民宿接待为主的经营业态，
有的民宿除住宿接待外，也提供特色餐饮、特色采摘。部分民
宿为拓展自身服务、努力争取客源，还与周边旅游景点合作，
互相引流游客，形成了较好的协同效应。

遥桥峪堡活化利用的主要经济指标 目前，整个遥桥峪
村共有民宿户68户，仅遥桥峪堡内就有近30户村民开办了民

宿，占到了堡内村民户数的60%以上，为村民提供了稳定且重
要的收入来源。

1995~1999年间，民宿户平均年纯收入达到 2~5万元。随
着旅游产业的发展，民宿为村民创造的收入也节节攀升。以
2014年为例，经营状况较好的民宿户年利润可达30~50万元，
较差的也可达到 3万元左右。据调查统计，2014年，遥桥峪村
便接待游客近 13 万人次。2015 年，全年接待游客 21.09 万人
次。2018年，全年接待游客23.3万人次。

2014年，仅旅游观光产业便为遥桥峪村带来了近1100万
元的经济收入。到2018年，遥桥峪村全年旅游收入更是达到了
1753.8 万元，占到了村全年总收入的 79.8%，其中，餐饮收入
1061万元，住宿收入531万元，采摘收入161万元，这其中绝大
部分的贡献来自遥桥峪堡活化利用的带动和延伸。

遥桥峪堡周边环境示意图

遥桥峪堡平面正射影像

记载遥桥峪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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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做好长城关堡保护和活化利用工作

——以北京遥桥峪堡为例
吴炎亮

长城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线性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长城保护作

出重要指示批示。各级党委政府和文物部门高度重视长城保护工作，在长城考古研究、规划保护、阐释利用等方面取得了许

多可喜成绩，使长城在展示和传播中华优秀文化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

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今年7月召开的全国文物工作会议，提出了“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

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党的二十大报告和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都为新的历史时期做好长城保护和利用工作擘画了蓝

图，提供了指南。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按照国家文物局的统一部署，组织专业力量，先期以北京密云区遥桥峪堡为试点，利用考古学、社会

学、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启动了对长城防御体系组成部分——关堡的专项调查，力图了解和掌握长城关堡文物本体和历史风

貌现状，特别是今天仍然生活在关堡里的人们生产生活的真实面貌，从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有关

要求的视角出发，分析总结长城资源保护管理利用情况及其经验，为研究制定长城关堡的分类分级保护措施、做好长城资源活

化利用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堡自始建起，就是承担军事防御任务的屯兵守备之所。
据长城资源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现存各时期长城关堡2221座，
分布在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50多个县（市、区、旗），目
前尚有1590座关堡有人居住，占关堡总数的72%。

遥桥峪堡历史沿革 遥桥峪堡位于北京市密云区新城子
镇遥桥峪村，坐北朝南，地理坐标为北纬 40°37′56.1"，东经
117°22′32.6"，海拔 426 米。据现存于密云区文管所的碑刻记
载，遥桥峪堡始建于明洪武年间，当时为兵寨建筑，明万历二
十六年至二十七年（1598年至1599年）改建为砖石结构。

明代，遥桥峪堡作为蓟镇长城“西协”曹家路下辖的堡
城，这里曾建寨设卡，移民屯垦，堡内建有把总署、兵营、马
厩、铺房、铁匠炉、磨坊、民房和水井等，驻军 300 余人，戍守
长城墙体约 5000 延长米，包括敌台 9 座、烽火台 2 座，并负
责邻近重要关口的协防任务。清代，长城不再承担军事防御
任务，遥桥峪堡从军用转为官用，堡城驻军被裁撤，堡内原
有军营、马厩改为民居，铺房和磨坊等因年久失修被拆除。
民国初年，把总署曾用于村内办公，后被转卖给个人，拆除
后改建为民居。明清时期，由于堡城对面的山名为“遥桥
谷”，故遥桥峪堡也被称为“遥桥谷堡”。1999 年，在对堡城
进行修缮过程中，新安装了以水泥修成的城头匾额，并改

“谷”为“古”。
遥桥峪堡文物本体现状 遥桥峪堡平面呈梯形，墙体保

存基本完整。南墙长153米，北墙长162米，东墙长121米，西墙
长136米。墙体底部宽5.4米，顶宽4米，通高8.5米。

墙体以大块山石、河卵石为基础，上砌虎皮墙，中间以黄
土添加碎石夯实。城墙四角各建一角台，角楼现已不存，北墙
正中建一马面。堡城城门开于南侧正中位置，底部以4层条石
为基，上砌青砖。城门为三券三伏，门宽2.52米。城门上原建有
城门楼，现已不存。堡门内西侧建有登城步道，沿36级砖砌台
阶可登墙顶。

目前，垛口、女墙仅存堡门之上，为现代修复。经过对《四
镇三关志》《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等文献进行对比研究，推测遥
桥峪堡的堡墙当年也可能建有垛口和女墙的，后由于自然和
人为等多种原因损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长城保护工
作，保护力度逐步加大。1996年，“遥桥谷堡”被密云区政府公
布为县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以来，地方政府及其文物部门对遥桥峪
堡进行了三次维修：1999年进行了第一次维修，对堡门墙体破
损部分进行了剔补，封堵了北墙豁口，堡门顶部铺墁了方砖；
2002年进行了第二次维修，修缮了东墙墙体坍塌部分；2005~
2008年进行了第三次维修，清除了墙体顶部植物，实施了墙顶
海墁工程。

遥桥峪堡至今已有 400多年历史，虽经风雨剥蚀、战火洗
礼、人为影响以及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破坏，经过这几次小规
模修缮，堡墙、堡门和登城马道等文物本体保存状态良好，这
在整个长城关堡体系中是不多见的。

遥桥峪堡历史风貌现状 在加强文物本体保护同时，地
方政府还依法划定并公布了遥桥峪堡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
地带，强化对堡城内外环境的保护和控制。

文物本体，即堡城的堡墙，包括城门、角台、马面、马道。保
护范围为墙体内侧5米、墙体外侧5-25米之内。

建设控制地带由两部分组成，其中，堡城外建设控制地带
根据堡城周边地理环境及既有建筑情况，划定为 I类及 II类建
设控制地带。堡城内建设控制地带为 5米保护范围再往里的
城内其他区域，这是堡城环境控制的重中之重，对改建新建建
筑的高度、色泽、体量、风格进行了具体界定和严格要求，使堡
城内的历史风貌得到了比较妥善的保护。

目前，遥桥峪堡内的道路大致呈“丰”字形，堡门至北墙中
部为中轴主线，东西向三条横街，堡城城内原有的道路肌理基
本得以保存。城内已经不见明清时期建筑，少量老旧民居建于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部分民居于近年进行了改扩建。城内
现存建筑基本为一层，大多为北方传统的“人”字架结构，屋顶
以灰黑色为主，总体建筑风格与堡城比较协调。

堡城南墙外建有停车场，南临安达木河，西南百余米为云
岫谷景区入口。堡城与安达木河之间建有一条乡间公路，往东
可至大黄峪、遥桥峪水库、曹家路，往西可达山西、转明山、小
口、沙滩和新城子镇。北墙外可远望卧龙山，堡城与卧龙山之
间相隔有110米宽的耕地。堡城东墙外也是耕地，其间建有几
幢民居。堡城西墙外面为现代民房，遥桥峪村的一部分村民居
住在这里，西北方向有一座公用楼房，是遥桥峪村的紧急避险
中心，西侧紧挨着的为遥桥峪村村委会办公楼。总体看，遥桥
峪堡的周边没有高大建筑，历史风貌和周边环境的现存状态
良好。

遥桥峪堡文物本体及历史风貌现状

遥桥峪堡活化利用状况

遥桥峪堡作为蓟镇长城的一座规模不大的堡城，在文物
保护和活化利用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也积累了一定经验。一
是堡城完整城墙的保留，为后续活化利用提供了现实基础。历
经战火洗礼和“文革”时期人为破坏，再经过新中国成立后三
次修缮，堡城墙体保存至今基本完整，这在全国也属少见，加
之内外环境保持较好，与文物本体相得益彰，这些多年积累的
保护成果，为古堡活化利用提供了资源基础和基本前提。二是
优越的区位条件，为活化利用提供了潜在发力点。堡城地处北
京、河北交界处，交通便利，加之周边地区有着云岫谷、雾灵西
峰、古北水镇、司马台长城等自然和人文旅游景点，旅游资源
丰富，形成集群优势。民宿经营与周边景点形成了良性互动关
系，推动了地域内乡村旅游产业的协调发展。三是积极的政策
引导，为活化利用提供了必要保障。村委会鼓励村民发展民

宿，积极协调有关金融机构，对民宿发展提供包括无息贷款在
内的资金支持，并与文旅部门合作开展精品民宿评级，对形成
一定规模且经营状况良好的民宿项目给予10~12万元财政补
贴，使堡城保护利用逐步形成了协同发展模式。四是自发的参
与热情，为活化利用提供了不竭动力。多年来，生活在遥桥峪
堡里的人们，一直对古堡保有爱护、尊重的态度，在文物保护
和活化利用的过程中更是充满热情、积极参与、全身心投入，
这是取得今天古堡保护与活化利用成果的内在动力。

调查发现，遥桥峪堡的保护和利用工作还是存在一些
不容忽视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一是基础研究有待加
强。对堡城的营建历史、价值作用、肌理布局、结构功能等
研究还需深入，研究成果对保护维修、展示利用、阐释传
承、宣传推广的学术支撑有待提高，对有效利用和协调发展

还需进一步科学谋划。二是安全隐患亟待消除。堡城城墙的
青砖海墁工程之后，墙顶至今没有任何安全防护设施，虽然
在游客参观过程中加强了引导和提醒，但还是发生过人员
坠落事件，安全隐患亟待根除。三是内部环境有待整治。堡
城内民宿绝大多数均由村民自主经营，虽然民宿的建筑高
度得到有效控制，但部分民宿的色泽、体量、风格与文物整
体风貌还不够协调，堡内用电线路布设比较杂乱，环境景观
受到一定负面影响。四是基础设施有待完善。停车场简陋且
处于无人管理状态，缺少必要的游客接待中心、水洗公厕、
堡城历史文化展示场所等，冬季供水问题有待妥善解决。五
是人口老龄化问题需引起重视。堡城内年轻人口大量外流，
人口老龄化现象比较突出，部分经营者对民宿的未来发展
前景表示担忧，以民宿为主要形式的活化利用后劲不足。

遥桥峪堡保护及活化利用的主要经验和问题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提出
的最新要求，进一步做好遥桥峪堡的保护和活化利用工作，为
与此类似的其他长城关堡的长远发展提供借鉴并积累经验，
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多地惠及百姓，实现“让文物活起来”的目
标，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和提高：

加强研究，确定持续发展道路 有关科研机构、高等院校
与属地文博单位组成研究团队，采取多学科交叉、多领域合作
的方法，深度挖掘、科学阐释堡城在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等
方面的综合价值，多出研究成果，为保护和利用提供学术支
撑。把堡城的保护和活化利用放在乡村振兴和文旅融合、让文
物活起来的大背景下去谋划，研究确定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

融合发展的路径和模式，找准自身发展方向，确保堡城保护与
利用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保护为主，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始终把文物保护放在首
位，对堡城历次维修保护成果进行科学评估，对自然破坏及人
为影响的原因进行全面梳理，对病害进行准确分析，确定文物
本体保护计划，列入本地区长城保护总体计划并按步骤实施，
确保文物本体的绝对安全。要始终把文物安全摆到十分重要
的位置，妥善解决安全防护设施问题，在充分研究和科学论证
的基础上，确定最佳解决方式，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确保参观
游览人员的人身安全。

整治环境，完善各类基础设施 尽快制定并出台有关导

则，对城内改建建筑的高度、色泽、体量、风格做出细化规定，
保持并进一步优化堡城内外的环境风貌。严格规范新建改建
项目的审批审核程序，在对堡城内既有建筑进行维修改造过
程中，按照环境控制的总体要求，逐步对不协调的既有建筑或
部位进行减法处理。积极筹措资金，加快水、电、气线路和堡城
内外道路等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加强文物展示和旅游接待等
基础设施建设。

突出特色，做好古堡活化利用 充分发挥堡城区位优势和
品牌优势，在继续做好堡城旅游加民宿接待的基础上，通过数字
复原、全息展示、实景演出等方法和手段阐释堡城的文化内涵，丰
富展示内容，提升展示效果。做好特色文创产品开发，发掘并推广

特色饮食，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在保证安全的前
提下，组织开展独具特色的研学活动，办好未成年人的校外课堂。
加强对外宣传，巩固和扩大堡城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加强管理，发挥政府职能作用 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要
继续承担保护利用的第一责任，充分发挥长城保护员的作用，
加强堡城的日常管理。争取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积极探索组
建产业合作社和经济共同体等有效方式。制定优惠政策，吸引
年轻人回乡创业，努力改善关堡内广大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堡城的保护和活化利用，探索出一条
政府主导与社会力量参与相结合、文物保护与乡村振兴统筹
发展的有效途径。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遥桥峪堡保护及活化利用的几点建议

遥桥峪堡马道遥桥峪堡马道

遥桥峪堡城门遥桥峪堡城门

遥桥峪堡民宿

遥桥峪堡城内民居

遥桥峪堡与周边景区位置关系示意图

遥桥峪堡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示意图

遥桥峪堡南墙东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