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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报要点】【要报要点】【要报要点】【要报要点】大遗址是地域文化的见证者，是国家、民族乃至全

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利用好遗址资源，不仅是我国公共文化

服务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本期要报梳

理了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与遗址保护利用等相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进一步优化的对策建议。

大遗址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最具代表性的综合物证和

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目前我国有 150 处大遗址，遗址类型众

多，保护状态各异。大遗址保护既是一项文化工程，也是一项

惠民工程，有利于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美化城乡

环境、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以安阳殷墟遗址、浙江

余杭良渚遗址、成都金沙遗址、西安大明宫遗址等为代表的考

古遗址，均已建成国家性遗址公园，在解决遗址保护利用、教

育展示、服务社会和惠及民生等方面都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但还有众多的遗址公园，因历史价值、地理位置、

规模大小等因素的影响，仅停留在为“保护”而“保护”的层

面，未发挥应有的社会价值。因此，遗址公园的公共文化服务

社会功能，还有进一步探索和深化的空间。

一、大遗址公园保护利用的现状及问题

（一）保护展示技术方面

经调查发现，35%的大遗址公园仍停留于早期的遗址保护

阶段，利用、展示方式单一，其展示手段多采用静态展示方式，

无法让公众产生更为直观的体验和精神上的愉悦感、满足感。

受时间、地点等制约，科普讲座、模拟考古、公众参与体验等

全方位活动受众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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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建设模式方面

大遗址公园多以建成集休闲、娱乐、教育、商贸等服务为

一体的公共文化场所为建设目标，但受遗址保护条例、遗址位

置的特殊性和遗址在城市文化建设中角色定位等因素的制约，

导致大遗址公园的文化吸引力还不够，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和价

值还有待进一步突显。

（三）运营状况及宣传力度方面

大遗址公园的文化信息宣传不足，公众难以从多样化的媒

体渠道获取更全面的历史文化信息，对大遗址的文化背景及价

值缺乏进一步了解，弱化了其公共文化服务的功能。同时也影

响了不少大遗址公园的经营，致使其运营维护主要依靠政府扶

持。

（四）配套项目及设施环境方面

许多大遗址公园位于城市郊区，周边环境状况较差，公共

交通路线设置不合理，园区内游客服务中心服务半径设置过

大，二级以下的导视牌标识不明晰。此外休息区内座椅较少，

并缺乏必要的维护，一些公共设施如卫生间、餐厅等分布不匹

配，难以更好满足公众活动的基本需求。

二、进一步优化大遗址保护及开发利用的建议

通过借鉴国内外遗址公园建设、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经验及

案例，结合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际，建议以遗址保

护为基础，大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与遗址保护携手共进、互利

互惠。

（一）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思路，与遗址保护形成“共建共

享”格局。在保证遗址现存文化信息的基础上，采用前瞻性整

体规划，将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文化活动融合其

中，分等级建设适合不同遗址规模的图书馆、博物馆、剧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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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组群，打破城市空间中较为独立的格局，实

现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文化活动和文化服务的全方位覆盖。

（二）开拓公共文化服务新功能，与遗址保护管理部门合

作，让静态的遗址“活起来”。打破以往遗址保护区内采用高

墙封闭的手段，实行开放式园区管理。在文化服务上，将政府

购买惠民演出投入其中，尝试为国有、民营演出团体搭建固定

的演出场地，鼓励演出团体结合节假日、庆典开展以遗址文化

背景为主题的各类演艺活动，寓教于乐，让封存已久的历史“活

起来”。

（三）丰富公共文化服务新手段，让大遗址成为“立体教

科书”，体现文物的价值本源。让遗址公园真正成为历史文化

的展示窗口，尝试在遗址区内将部分遗迹如墓葬、建筑基址、

城垣、古井等挖掘保护过程公开化，实现遗址保护利用成果与

全民共享，让更多的群众认识文物的价值所在，提升群众的文

物保护意识和综合文化素养。

（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软硬件设施，形成大遗址保护

区内的良性运行机制。建议遗址保护单位与软件开发公司合

作，开发独具遗址保护区特色的手机 APP，依托云数据库、三

维数据、全景数据、视频数据等数据资源，将先进的保护手段

和信息展示技术运用其中，让群众更便捷、更深入地了解大遗

址相关历史信息；进一步运用信息手段提升大遗址区域内的位

置、内容、功能等方面的设施及服务，提高观赏的丰富性和舒

适度，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

采用情况：本文于 2019 年 11 月被《文化和旅游

智库要报》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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