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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背景 

1.1 上位规划 

1.1.1 国家总体要求 

2019 年 1 月，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长城保护总体规

划》。2019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深改委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对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作出战略部署。2019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嘉峪关时强调，“当

今世界，人们提起中国，就会想起万里长城；提起中华文明，也会想起万

里长城。长城、长江、黄河等都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精神

的重要标志。我们一定要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

生不息的根脉。”“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

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

象征。要做好长城文化价值发掘和文物遗产传承保护工作，弘扬民族精神，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磅礴力量。” 

1.1.2《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辽宁段）建设保护规划》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辽宁段)规划范围包括经国家文物局认定的辽宁省

战国燕、秦、汉长城，辽代具备长城特征的防御体系及明长城，涉及沈阳、

大连、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州、阜新、辽阳、盘锦、铁岭、朝阳

和葫芦岛 13 个地级市，保护和发展任务较重。辽宁段明长城从东向西行经

12 个市、49 个区县、145 个乡镇、568 个行政村，总长度 1235.989 千米，

墙体设施 1193 处，附属设施 1481 处，相关遗存 109 处，采（征）集文物

19 套。充分考虑各时代长城文物和文化资源的地域分布特征、历史文化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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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景观游览价值、保存程度及开放利用情况等因素，以明长城为主线，

将辽宁段的空间结构确定为“两带、四区、多点”。 

1.2 总体条件 

1、区位条件独特 

2、自然环境丰富 

3、历史文化悠久 

4、少数民族众多 

1.3 铁岭市长城资源概况 

1、历史悠久，覆盖面广 

2、规模庞大，类型丰富 

3、体系完整，价值突出 

4、景观丰富，环境优美 

1.4 长城沿线文化和旅游资源概况 

1.4.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长城铁岭段沿线分布了大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包括各级文物

保护单位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1.4.2 近现代红色文化资源与其它重要史迹 

铁岭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重要发生地，长城沿线保存了相关遗

址、纪念地、展馆等红色旅游资源，有 7 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铁岭市周恩来同志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铁岭雷锋纪念馆、铁岭市博物

馆、开原安业民烈士纪念馆、开原辽北第一党支部史实陈列展馆、开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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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嵩民生平事迹陈列馆、西丰城子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1.4.3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资源 

长城铁岭段沿线分布有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丰富

的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包括 3 个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12 个国家 3A 级旅

游景区。其中如铁岭莲花湿地景区、铁煤蒸汽机车博物馆等，与长城资

源点段关系密切，拥有极大的共同发展潜力。 

1.5 长城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 

中国长城自春秋战国修建，后经历代增扩修复，逐步形成我国北部

一道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其历时纵跨两千余年，空间横越两万余公里，

规模宏大，类型丰富，具有突出的历史、军事、文化、精神价值，是中

国古代社会进步、民族关系发展以及中华传统精神升华的实物见证。长

城铁岭段的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全面展现了东北边疆人地和谐共生与互动的文化景观 

2、深刻诠释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坚韧自强的民族精神 

3、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和文化自信 

1.6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大意义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掘好、利

用好丰富文物和文化资源，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

文化等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确

定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铁岭段）的建设具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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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意义。 

1、传承弘扬长城精神，彰显文化自信 

2、保护长城建筑遗产，延续长城文化，建设国家重大的景观工程 

3、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助推脱贫攻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 

4、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产业转型，带动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 

第二章  总体要求 

2.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文化精神，按照习近

平总书记“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切实完善政策措施，

加大工作力度，依法严格保护，更好发挥长城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的独特作用”的总体要求，以传承弘扬长城精神为目标，坚持

文物保护十六字方针，全面保护长城铁岭段文物和文化遗产，深入挖掘

长城铁岭段文化价值、景观价值和精神内涵，着力推进管理体制机制创

新，重点建设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四类主题功能

区，实施长城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和利用，协调推进五大工程，

使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铁岭段）成为国家形象特征、民族精神与国家价

值观的标识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助推铁岭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为铁

岭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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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本原则 

1、保护优先，强化传承 

2、文化引领，彰显特色 

3、总体设计，统筹规划 

4、积极稳妥，改革创新 

5、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2.3 总体定位 

1、线性世界遗产保护的典范案例 

2、中华文化永续传承的重要载体 

3、彰显国家文化自信的重要地标 

4、中外人文交流合作的国家平台 

5、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的示范平台 

2.4 发展目标 

1、重点建设阶段（2021—2023 年） 

2、全面提升阶段（2024—2025 年） 

3、远景展望阶段（2026—2035 年） 

2.5 发展策略 

1、严格保护长城文物本体 

2、深入挖掘长城文化遗产 

3、传承弘扬长城文化价值 

4、完善长城国家风景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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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确定重点区段建设保护模式 

6、推进重大配套工程和重点项目建设 

7、注重宣传教育与公众参与 

8、总结形成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辽宁样板 

第三章  总体空间格局 

3.1 空间结构 

在前期评估的基础上，结合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总体要求，将铁

岭段的空间结构确定为“一带、两区、多点”： 

“一带”指辽东长城文化带； 

“两片区”是以铁岭县、开原、昌图长城为核心的西部长城防御体

系片区和以开原-清河、西丰为核心的东部长城防御体系片区。 

“多点”指长城沿线重要标志性长城点段、关堡卫所、传统村落以

及其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资源等。 

3.2 区段划分 

3.2.1 一级区段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铁岭段）没有一级区段。 

3.2.2 二级区段 

二级区段也应包括完整的四类主体功能区，有以长城为核心吸引物

的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或是一般性长城关口城市等，有集中展示带、特色

展示点，有处于起步阶段的文旅融合区和传统利用区。长城国家文化公

园（铁岭段）有二级区段共 2 个，内容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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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二级区段基本信息表 

序号 区段名称 地级市 县（市）区 主要长城资源 长度 

1 
罗家屯—糖房

段明长城 
铁岭市 开原市 

长城墙体 8段：罗家屯长城（1段、2段）、

石龙长城（1段至 3段）、糖房长城（1

段至 3段）； 

单体建筑 7座：罗家屯长城 1号、2号

敌台，石龙长城 1号至 3号敌台，糖房

长城敌台，糖房小台山烽火台； 

关堡 2座：镇北堡、威远堡； 

城址 1座：开原老城。 

8370米 

2 
石人沟—柴家

岭段明长城 
铁岭市 清河区 

长城墙体 4段：石人沟长城（1段、2段）、

柴家岭长城（1段、2段）； 

单体建筑 5座：石人沟长城 1号至 3号

敌台，柴家岭长城 1号、2号敌台； 

关堡 1座：广顺关。 

4700米 

 

3.2.3 三级区段 

三级区段应包括管控保护区、不完整的主题展示区（无核心展示园，

有集中展示带和特色展示点）、尚未整体发展的传统利用区，无文旅融合

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铁岭段）有三级区段共 2 个，内容见下表。 

表 3-2 三级区段基本信息表 

序号 区段名称 地级市 县区 主要长城资源 长度 

1 

清井—下

永兴段明

长城 

铁岭市 西丰县 

长城墙体 6段：清井长城、兴德长城、中和长城、

巨祥长城、乱柴长城、下永兴长城； 

单体建筑 13座：清井长城 1号、2号敌台，中和

长城敌台，乱柴长城敌台，清井南山烽火台，台

子山烽火台，兴德北山烽火台，赵罗锅山烽火台，

中和南山烽火台，中和北山烽火台，巨祥北山烽

火台，袁大台子烽火台，下永兴北山烽火台； 

关堡 1座：威远堡。 

1260

0 米 

2 

石虎子—

农林段明

长城 

铁岭市 昌图县 

长城墙体 7段：农林长城（1段至 3段）石虎子

长城（1段至 4段）、泉头长城； 

单体建筑 6座：农林长城 1号、2号敌台，石虎

子长城 1号、2号、3号敌台，石虎子北山烽火台。 

1110

0 

米 

 

3.2.4 四级区段 

四级区段包括管控保护区、不完整的主题展示区（仅有特色展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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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整体发展的传统利用区，无文旅融合区。铁岭市现存长城资源除上

述一级、二级、三级区段外均为四级区段。 

3.3 主体功能区 

一级区段为国家文化公园（铁岭段）建设保护核心，二级和三级区

段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铁岭段）建设保护主体，四级区段以文物保护

和日常管理为主，暂不列入传承利用对象。二级、三级、四级区段允许

在未来结合发展情况进行升级或降级处理。 

按照两办《方案》要求，区段内进一步划定管控保护区、主题展示

区、文旅融合区和传统利用区。 

 

第四章  四类主体功能区规划 

4.1 管控保护区 

管控保护对象包括经长城资源调查发现、复核并由国家文物局认定

的辽宁省现存战国燕秦长城、汉长城、辽长城、明长城等不同时期的长

城资源。其中，铁岭段明长城根据国家统一长城调查最新数据，铁岭辖

区内共存在明长城 85 段，长城总计大约 221.27km，涉及的县（市）区有

西丰县、铁岭县、昌图县、清河区、开原市 5 个辖区。除此之外，管控

保护对象还包括长城本体两侧紧邻的，且构成长城文物价值和文化内涵

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环境，如自然地形、地貌、生态环境及关系密切的

人文环境等。因此，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铁岭段）的管控保护区范围应

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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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暂按构筑物基底外扩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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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划定。 

4.2 主题展示区  

主题展示区是长城文化遗产展示体验的主要区域，由一系列主题突

出、内涵清晰、边界明确、功能完善的公共文化空间组成，包括集中展

示带、核心展示园、特色展示点三种形态。核心展示园由开放参观游览、

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相对便利的长城文物和文化资源及周边区域组成，

是参观游览、文化体验和传承弘扬主体区域。集中展示带以遗产步道、

生态绿廊等形式串联长城周边各级各类文物、生态资源，形成长城文化

载体密集地带和综合展示体系，整体保护利用和系统开发提升。特色展

示点布局分散，但具有特殊文化意义和体验价值，是对长城文化展示体

系的补充和完善，可满足不同人群参观游览体验。 

表 4-1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铁岭段）主题展示区构成表 

区段名称 属地 集中展示带 特色展示点 

二级区段 

罗家屯—糖房段 

明长城 
铁岭市 

1 条：罗家屯糖房段明长

城展示带（长 8.4 千米） 

4 个：糖房小台山烽火台、开

原老城、镇北堡、威远堡 

石人沟—柴家岭

段 

明长城 

铁岭市 

1 条：石人沟—柴家岭段

明长城展示带（长 4.7 千

米） 

1 个：广顺关。 

三级区段 

清井—下永兴段 

明长城 
铁岭市 

1 条：清井—下永兴段明

长城展示带（长 12.6 千

米） 

6 个：台子山烽火台、中和南

山烽火台、中和北山烽火台、

巨祥北山烽火台、袁大台子烽

火台、下永兴北山烽火台 

石虎子—农林段 

明长城 
铁岭市 

1条：石虎子—农林段明长城

展示带（长 11.1 千米） 
1 个：石虎子长城 1 号敌台 

4.3 文旅融合区 

明确区域空间边界，全域统筹推进，大力培育文旅市场主体，丰富

文化旅游产品供给，推出参观游览联程联运经典线路，推动组建文旅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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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开展整体品牌塑造和营销推介。充分体现长城铁岭段各区段的文化

内涵和资源特色，形成 3 个文旅发融合区（见下表），其中二级区段内 2

个，三级区段内 1 个。 

表 4-2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铁岭段）文旅融合区构成表 

区段名称 属地 集中展示带 主要内容 

二级区段 

罗家屯—糖房

段明长城 
开原市 

开原长城文旅

融合区 

以开原市为依托，沿辽开线开展文化旅游活动。引

导南城子水库、七鼎龙潭寺、开原老城、开原大剧

院等旅游资源整合，形成区域特色文化旅游区。 

石人沟—柴家

岭段明长城 
清河区 

清河广顺关长

城文化旅游区 

依托清河区和清河水库，以沿清貂线的广东山村和

貂皮屯村为节点，发挥生态环境优势，发展文化旅

游产业。 

三级区段 

营盘长城 铁岭县 
营盘长城文化

旅游区 

依托镇西堡镇和大台山风景区，以规划长城文化博

物馆为核心的长城复原展示区域，重点展示铁岭市

境内辽东长城遗存的实物和实景，引导周边的噶山

小镇、木厂采摘园等文旅资源进行整合，形成特色

景区。 

4.4 传统利用区 

传统利用区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支撑服务区。主要有三类，一是

原为各时代长城防御体系建制，现状依旧保留特定历史遗存或空间形态

的城池关隘聚落；二是依据历史文献及研究认定的与长城修筑或戍守有

关的村落；三是规划长城文化遗产廊道沿线具有特色文化、特色产业、

生态环境较好的村镇。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铁岭段共规划 13个传统利用区。 

表 4-3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铁岭段）传统利用区构成表 

罗家屯—糖房段明长城 开原市 

糖房 戍边型 

镇北堡村 城堡型 

南城子 戍边型 

石人沟—柴家岭段明长城 清河区 

石人沟 城堡型 

关家屯 戍边型 

广东山 其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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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井—下永兴段明长城 西丰县 
中和村 戍边型 

永兴村 戍边型 

石虎子—农林段明长城 昌图县 
石虎子村 戍边型 

吴家屯 戍边型 

清阳堡长城 昌图县 青羊村 城堡型 

营盘长城 铁岭县 西营盘村 戍边型 

双楼台段长城 开原市 双楼台村 城堡型 

 

第五章  五大基础工程规划 

5.1 保护传承工程 

1、长城本体保护工程 

2、长城文化景观及自然生态环境保护 

3、长城预防性保护与监测工程 

5.2 研究发掘工程 

1、长城文化和长城精神研究发掘 

2、长城主题宣传 

3、长城文化艺术创作 

5.3 环境配套工程 

1、长城铁岭段国家风景道体系建设 

2、长城沿线生态涵养和保护工程 

3、长城沿线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4、旅游公共服务配套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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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化市场环境治理工作 

5.4 文旅融合工程 

1、编制专项规划 

2、开拓长城精品线路和品牌 

3、推进产业集聚融合 

4、旅游公共服务配套工程 

5.5 数字再现工程 

1、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2、官方网站和数字云平台建设工程 

3、长城铁岭段资源管理信息平台建设工程 

 

第六章  重点区段规划建设方案 

6.1 罗家屯—糖房段 

罗家屯—糖房段长城位于开原市。开原境内的辽东边墙（明长城），

大体可分为三段：其西边起于中固境内的定远堡，包括定远、庆云、古

城、永宁四堡，土墙一道，共长一百零八里；北边包括镇夷、清阳、镇

北三堡，后二堡多利用三险墙，全长一百一十五里；东边包括威远、靖

安、松山、柴河四堡，多为高山峻岭的山险墙和石砌墙，全长一百七十

三里。三面总长三百九十六里（不含内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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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石人沟—柴家岭段 

石人沟—柴家岭段位于铁岭市清河区，作为山地长城，清河区段长

城依山就势，连同广顺关（也称“镇南关”），构成了防御体系最完整的

明代水上长城（过河城桥），是明代辽东长城沿线重要的关隘，是与东部

海西女真哈达部沟通的重要通道，这一点在现阶段明长城辽东边墙的历

史保护和传承过程中显得尤为珍贵。清河长城是防御体系最完整的明代

水上长城（过河城桥）遗存。长城遗存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军事防御体

系的发展历程，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建筑奇迹，也是中华民族创造精神

的物质见证。  

6.3 清井—下永兴段 

清井-下永兴段明长城位于铁岭市西丰县。以清井长城（成平乡清井

村）、兴德长城（成平乡清井村至兴德村）、中和长城（成平乡兴德村至

中和屯村）、巨祥长城（成平乡中和屯村至石祥村）、乱柴长城（成平乡

中和屯村至郜家店镇下永兴村）、下永兴长城（郜家店镇下永兴村）为重

心。 

6.4 石虎子—农林段 

石虎子一农林段明长城位于铁岭市昌图县。以清阳堡（昌图县昌图镇

青羊村）、镇夷堡（昌图县马仲河镇马仲河村砖城子屯）、永宁堡（昌图县

亮中桥镇八段村茨榆城屯）为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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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规划组织保障 

1、加强组织领导，健全管理机制 

2、完善政策保障，强化队伍建设 

3、广泛宣传引导，强化督促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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