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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科普、讲座、研讨会、研学旅行……

深挖内涵 讲好长城故事
□文/图 呼和浩特晚报记者 王璐

12月22日，一场关于长城文化的精

彩讲座在新城区团结小学进行。学生们

认真听着老师的介绍，了解了长城资源在

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分布情况。今年以

来，我市相关部门、组织、广大长城研究者

和爱好者围绕呼和浩特市古长城保护和

科普宣传，组织学术考察、开展信息交流

等活动，为长城文化、“北疆文化”的推广

作出积极贡献。

呼和浩特晚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呼和
浩特市长城科普学会作为推动内蒙古长城保
护和古长城文化研究事业发展的一支重要社
会力量，在 2023年按照“月月有活动”的安排，
走进校园开展长城文化主题宣讲活动。在进
校园活动中，先后在内蒙古大学、内蒙古鸿德
文理学院、新城区八一路小学、赛罕区锡林南
路小学、新城区保合少中心校、清水河县第三
小学等学校，为师生作了《赓续长城精神 启迪
少年梦想》《弘扬‘北疆文化’讲好长城故事》
《跟着课本看长城》《万里长城知多少》等多场
主题讲座。

“长城横穿戈壁，翻越千峰，跨越万里山川，
成为一条长达21196.18千米、相当于赤道周长
一半的‘长龙’，一条古代文明史上再没有可以与
之比肩的‘长龙’，更是全球史上规模最为宏巨的

人类作品。”讲座上，长城专家用简洁的、符合学
业生思维的语言进行了长城知识介绍，得到了很
好的科普效果。在这些活动中，也得到了呼和浩
特市科学技术协会、呼和浩特市关心下一代工作
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据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展这
样的主题活动对于青少年了解家乡的长城资源、
长城文化益处多多，在增强民族自豪感的同时，
也让学生群体对于“北疆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

学生们不光听讲座，还以实际行动加入其
中。如为纪念第28个世界读书日，内蒙古大学
图书馆举办了《内蒙古的长城》科普讲座，并线
上线下同步举办长城摄影图片展；呼和浩特职
业学院经济管理与法学系和“爱我长城”社团
走进清水河县老牛湾国家地质公园，40多名师
生开展了党日活动、志愿者活动、暑期文化科
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丰富的长城文化资源不仅要通过知识科
普、宣讲来了解它，还要让它发挥更为积极的
作用。今年6月份，为期2天的“古塞遗踪——
内蒙古万里长城璀璨华章摄影展”和“首届和
林格尔县长城论坛暨土城子国家遗址公园建
设研讨会”在和林格尔县举行，全国知名的长
城专家、学者齐聚和林格尔；7月15日至16日，
由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主办，呼和浩特
市文化艺术研究院、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
承办的“呼和浩特地区黄河和长城文化座谈
会”在呼和浩特市举办；7月 31至 8月 2日，内
蒙古文物学会和呼和浩特市长城科普学会的
工作人员，赴山西省忻州市参加“第五届中国
长城论坛暨山西忻州长城文化旅游季”学术
交流会……通过这样专业的论坛，深入挖掘、
探讨长城文化，对于我区长城的保护有着非常
积极的意义。

此外，“文旅融合”是今年的热门词汇，长
城文化在这其中也是重要的元素。今年夏天，
清水河县老牛湾国家地质公园依托其长城与
黄河握手的独特景观迎来了各地游客，带动了
周边村镇的经济发展。6月，呼和浩特市长城
科普学会帮助清水河县韭菜庄乡板申村建成

了“板申沟党建活动基地”和民俗接待中心，游
客可以在清水河县参加以长城文化、红色文化
为主题的活动，推动了乡村振兴工作，发展了
乡村旅游。

秋冬季节到来，以长城为主题的文旅活
动依然在有序进行中。11月 4日，由呼和浩
特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呼和浩特市科
学技术协会主办，内蒙古中商国际旅行社、呼
和浩特市乡村发展基金会、呼和浩特市长城
科普学会承办的“助力乡村振兴”活动，深入
清水河县城关镇八龙湾村、枳几也村，和林格
尔县丁甲山（丁家山）开展旅游活动。对此，
呼和浩特市长城科普学会会长高晓梅
表示，2024年，还将科学规划更多文
化旅游产品，在长城周边以塞上风
光为特色发展生态文化游，如老牛
湾——老牛坡——清水河县城关
镇 3天 2夜旅游线路，将开展夏令
营、自驾游、党员教育等一系列活
动，让当地通过旅游带动相关产
业，在弘扬长城文化、“北疆文化”
的同时，也为地方百姓多增加一
些经济收益。

呼和浩特市长城科普学会举办活动

走进校园 了解家乡的长城资源

创新传承长城精神 加快农文旅融合发展

长城文化进校园

实地探访长城遗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