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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潘从武

　　新疆烽燧遗址是中国长城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万里长城向西的延续。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

县东南方向的荒漠无人区，孔雀河蜿蜒而过。11座烽

燧以东西走向矗立在孔雀河沿岸，长达150公里，被

称为孔雀河烽燧群。它是目前新疆保存最完好的一

条烽燧线路。

　　近年来，新疆文物保护部门联合孔雀河烽燧群所

在的尉犁县，对烽燧群实行了高标准全方位立体式保

护，并创造性地申报建成了孔雀河烽燧群长城国家文

化公园，让孔雀河烽燧群走进各族群众心中。

保护性考古发掘

　　烽燧是古代重要的军事设施，见证了历史上各民

族共同保卫、建设新疆的历程。

　　孔雀河烽燧群各烽燧建筑形式主要为土坯建筑，

土坯层间夹胡杨木、芦苇及红柳枝等，少量为夯筑。现

存建筑均受到不同程度地风蚀、倒塌。孔雀河烽燧群与

丝路中道高度叠合，是丝绸之路楼兰道上走向清晰、相

互关联并形成系统的军事预警设施，是连接西域与中

原王朝之间的重要载体与边疆开发、民族交往和文化

融合的历史见证。

　　2001年6月25日，孔雀河烽燧群被国务院公布为第

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6月1日，孔雀河烽

燧群保护项目被列入《国家“十二五”文化和自然遗产

保护设施建设规划》项目储备库。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物工作者多次对孔雀河烽

燧群进行考古调查和研究。2015年，为配合维修保护，对

孔雀河烽燧群11座烽燧中的3座进行了保护性发掘。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是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一

座，2019年至202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新疆文物考古

研究所连续三年对该烽燧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这也是

国内首次对唐代烽燧遗址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第一

次系统了解了一座唐代烽燧遗址的全貌。此项考古发

掘工作取得了重大收获，先后入选2019年“考古中国”重

大研究项目、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和2021年度全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

　　克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修筑于一处9米多高的大型

红柳沙丘上，在唐代被称为“沙堆烽”。2019年开始发掘时，

考古工作者发现烽燧顶部的房屋等建筑遗迹已被千年风

沙摧毁，烽燧的迎风面也遭到严重风蚀，仅剩下原来的一

半左右。即使如此，历经1200多年，它依然巍然屹立。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胡兴军（现挂职尉

犁县副县长）是此次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的负责人。胡

兴军告诉《法治日报》记者，此次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收

获，清理出房址、木栅栏、踏步、灰堆、水塘等遗址12处，

出土文书等各类文物1400多件。“根据出土文书，我们推

断沙堆烽为唐代焉耆镇下设的军事设施。从始建至废

弃，差不多历经了一百年。”胡兴军说。

　　通过对克亚克库都克烽燧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揭

示了唐代烽燧基本格局，活化了唐代戍边生活场景，对

于加强孔雀河烽燧群的整体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守护烽燧群安全

　　吾甫尔是尉犁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文

物局）文物保护所所长，也是尉犁县野外文物看护队的

负责人。他是土生土长的尉犁人，1996年，吾甫尔大学毕

业后成为一名文物看护员。

　　今年7月4日，尉犁县发生3.4级地震。第二天一大

早，吾甫尔就带着野外文物看护队队员，对克亚克库都

克烽燧以及卡拉塔烽燧等进行安全巡查。

　　这也是尉犁县野外文物看护队今年的第52次文物

巡查行动。

　　吾甫尔和同事们驾驶专门配备的越野车，沿巡护

路线穿越戈壁、大漠、沙滩、盐碱地等，一处大型红柳沙

堆上，梯形的克亚克库都克烽燧赫然出现在眼前。

　　踩着脚下的碎石，避开拦路的红柳枝，徒手爬上沙堆，

吾甫尔和同事先绕着烽燧四周查看全貌，看有没有自然

或人为造成的破坏，再检查石碑、标牌等设施是否完好。

　　经过仔细检查，看到烽燧群基本无恙，吾甫尔悬着

的心这才放松下来：“幸亏此次地震震级不高，震中又

远离烽燧群，未对烽燧本体造成损坏，但如何防范地震

等自然灾害对烽燧群造成损害影响，也是我们今后需

要不断探索加以解决的课题。”

　　近几年，新疆文物保护部门加大了对孔雀河烽燧

群的保护力度，在沿线修筑了6座文物保护站。像吾甫

尔这样的野外文物看护员，目前在尉犁县有17名。

　　巡护工作是个苦差事，更何况大多数烽燧地处无

人区，在沙漠里迷路、陷车是家常便饭。常年在野外奔

波，野外文物看护队队员个个练就了过硬的自救本领。

吾甫尔说，“这些烽燧是宝贵的历史遗产，我们会像爱

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去守护好它们”。

留住丝路“烽火”

　　2023年12月29日，尉犁县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又

称孔雀河烽燧群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开园。延绵2万

多公里的长城，“浓缩”在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展陈

面积2500平方米的长城文化博物馆里。目前，馆藏文

物已达600余件（组）。

　　走进长城文化博物馆展厅，与长城有关的诗词歌

赋俯首可拾。有伟人笔下“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迈诗

句，有传唱千百年的《长城谣》。有独有的金属插片艺术

装置、有沉浸式的多媒体体验屋，也有机械互动与投影

叠加的微缩模型、仿真壁画，还有体感互动游戏以及历

史情景再现沙盘。

　　“长城文化博物馆自开馆至今，参观人次已达近5万

人次。我们通过馆校合作、研学基地建设、教育项目示范、

流动博物馆建设等丰富多元的教育活动，进一步拓展教

育方式，拓宽服务人群，充分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

重要作用，真正办好博物馆这所‘大学校’，发挥好博物

馆的教育功能。”尉犁县长城文化博物馆工作人员说。

　　西出阳关，孔雀河烽燧群相望，庇护丝路畅通。它

们延伸着绵延不断的万里长城，是边疆开发、民族交往

和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也是家国天下最深刻的精神

印记，需要更好地去保护与守望、传承与发展。

□ 本报记者  蒲晓磊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

要象征，长城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是中华

民族重要文化遗产。今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以“爱我

中华，修我长城”题词40周年为契机，在长城沿线15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部署开展“长城保护公益行动”，

督促长城沿线基层检察院实现办案全覆盖。

　　《法治日报》记者8月22日从最高检获悉，2020年

1月至2024年7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长城保

护公益诉讼案件1264件，其中行政公益诉讼1257件、

民事公益诉讼7件。

　　全国政协常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

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全国检察机关坚

持办案为本，高质效办好每一个长城保护公益诉讼案

件，有效解决了长城本体保护、“四有”建设、长城风

貌、展示利用等一系列问题，促进完善跨区域长城保

护、行政执法信息共享等工作机制，进一步凝聚了长

城保护社会共治的共识。

　　一是分级分层监督，分类分段施策。针对长城受

损程度不一、成因不同，可利用可开发价值不同等问

题，检察机关对长城进行分类保护。一方面，明确省市

级院对辖区内普遍性、突出性问题等严重违法案件开

展监督，基层院对整改难度小、日常巡查维护等个案

问题开展监督。另一方面，明确一般性保护和重点保

护情形。对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的长城遗址，以现状

保护、界桩界碑的设置等为主；对现存较好的长城本

体以及具有特殊研究价值的长城点段重点保护，以监

督行政机关抢险、加固、修缮和开发展示为主。针对长

城保护，省级院立案4件，市级院立案43件，一体解决

辖区范围内的同类问题。

　　二是审前督促与诉讼并重，推动整改高效。检察

机关制发检察建议971件，督促行政机关在审前解决

绝大多数问题；检察机关立案后，对情况紧急，具有现

实损毁风险的，通过磋商及时推动问题解决，磋商结

案275件，力促受损公益得到及时保护。对拖延整改、

部分整改、问题反弹回潮等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坚

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16件，提升检察监督刚性。

　　三是依托科技手段，增强监督质效。长城具有时

间跨度长、空间跨度广的特点，部分问题线索难以发

现。检察机关积极寻求科技赋能，以卫星遥感、无人机

等现代技术辅助办案，有效打破时间、空间等制约因

素，实现“查、看、比、对”同步开展，提升办案效率。

　　四是健全工作机制，凝聚长城保护共治合力。建

立跨区域长城保护检察协作机制。山西省联合内蒙

古、河北等地检察机关建立跨区域长城保护检察公益

诉讼协作工作机制。河南、山东、黑龙江等检察机关分

别针对辖区内楚长城、齐长城、金界壕的联合保护，制

定跨区域保护协作机制。强化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协

作机制。坚持既依法监督又协同治理，与行政机关共

商共研长城保护之策。丰富社会力量参与方式。依托

“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积极推动多方主体参与办案

环节，提升公众长城保护的法治意识，形成全社会共

同参与长城保护的良好氛围。

　　“通过近些年的案件办理，我们发现自然侵蚀、人

为破坏、管控不力、长城文化挖掘不充分等制约长城

保护的问题持续存在。”张雪樵说。

　　张雪樵指出，全国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

检察职能，释放检察公益诉讼助力长城保护治理效

能，主要从六个方面着手，推动解决长城保护的主

要问题：

　　推动解决长城本体保护历史遗留难题。针对因历

史原因，利用长城墙体搭建房屋、窝棚，架设、安装线

杆、通信铁塔等与长城保护无关的设施、设备等，检察

机关督促拆除、移除。

　　推动做实长城“四有”等基础工作。“两线”范

围、“四有”（划定长城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树

立长城保护标识，建立长城记录档案，设置长城专

门保护管理机构和人员）工作是做好长城保护工作

的基础条件。针对“两线”范围未依法划定或“两线”

边界不清，保护标志牌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等情

形，检察机关督促完善相关信息、依法划定保护范

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推动消除长城安全隐患问题。因自然侵蚀或人

为损坏，加大了部分长城点段的损毁灭失风险，检

察机关通过监督，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及时依法履

职，消除安全隐患。

　　推动解决违法侵占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问

题。未经许可，在“两线”范围内不得进行建设施工或

从事不利于文物保护的活动。

　　推动解决影响长城风貌行为。长城周边私搭乱

建，乱推乱放生产生活垃圾等，不仅污染当地生态环

境，也影响了长城风貌展示。

　　推动长城文化更好传承保护和展示利用。在开展

长城形态保护的基础上，深入探索长城精神内涵的活

化利用，对长城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监督。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

革。检察机关将继续以司法办案为中心，加大长城保

护检察实践探索，以高质效的检察履职，助推完善长

城保护治理体系。”张雪樵表示，要从“点”上问题的监

督到“面”上问题乃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推进长城保

护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取得更大实效，切实保护好、传

承好这一历史文化遗产，同时为文物保护法修订、检

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提供更多实践样本。

□ 本报记者  朱雨晨  申东

　　锣鼓响，号角鸣！

　　2024年4月3日凌晨5点，宁夏固原二中高

一学生和弘文中学初一学生，在号角声中迎

着晨光迈着坚定的步伐出发了。他们要徒步

前往任山河烈士陵园，向那些为国家、为人民

英勇献身的烈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穿山越岭，一天往返108里，15个小时

的行走，这条致敬英雄、挑战极限的徒步任

山河缅怀先烈之路，固原二中、弘文中学的

师生已坚持走过29年。

　　固原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

土。载入史册的将军堡红军胜利会师、解放宁

夏的第一仗任山河战斗，都曾发生在这里。

　　1995年，时任固原二中校长韩宏组织发

起第一届徒步活动，“想考验下我们的孩子能

不能吃苦，能不能经受住磨炼，用自己的脚步

感受革命前辈流血牺牲的情景”。

　　29年来，经过一代代师生接力，任山河之

行已从最初单纯磨炼学生意志力的体能锻

炼，丰富成为一堂“行走的思政课”。学校把党

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和固原红色文化的深厚

底蕴相结合，把学生的家国情怀、对信仰理念

的坚守，厚植在一次次行走中，并不断升华。

一次徒步，永生难忘

　　4月3日，当固原二中的师弟师妹穿山越岭

徒步前往任山河烈士陵园时，远在宁波大学博

士后站的张昊青正埋头于手中的科研项目。

　　“看到直播画面，记忆一下子被拉回到

2007年，仿佛就是我们在走。”8月18日，张

昊青对记者回忆说，那一次徒步，令自己永

生难忘。

　　“传承到我们已有12年，一再听说徒步

108里山路的艰辛，但那都是概念，当我们真

正徒步时才切身体会到如何艰辛。”凌晨5点

出发，穿山越岭，徒步到达烈士陵园。在陵园

内擦拭墓碑，举行祭奠仪式后，片刻休息，便

开始返程。晚上8点，拖着快要散架的身躯在

学校集合完毕，再解散结束。从天还未亮到夜

色已深，每一位同学都挑战了自身极限。

　　“更难忘的是在烈士陵园，我们擦拭着墓

碑，听到讲解员介绍，在任山河战斗中牺牲的

364名解放军烈士，最小的才14岁。14岁啊，和

我当时一样的年纪，我还常常在母亲怀里撒

娇，而他们却肩负家国重任，长眠于此了。那

一刻，心头猛地一颤……”17年后，回忆起当

时的情景，张昊青还是很激动。

　　徒步回来后，她写下一首诗：那年，你14岁/

花朵一样的年龄/喜欢做梦的年龄/你那稚气

的面庞/可否承载起苦难的表情……今年，我

也14岁/可我常躺在母亲怀里撒娇/有时也会流

泪/那是因为与朋友们闹别扭/今天，我站在你

的墓碑前/心头一阵阵猛烈地震颤……

　　这首诗被收录在学校文集中，后来常常

被传阅。2023年入学的高一新生买雪纯就曾

读过，印象深刻。“徒步之前，读过师兄师姐们

的许多文章，真正徒步时，一路上有许多感受

和他们的重合，尤其在烈士陵园听到同样的

讲解时太震撼了，内心深处油然而生对烈士

的敬意。”

　　一次刻骨铭心的行走，一次震撼心灵的

触动，张昊青说，那个时候自己还小，未曾料

到这次经历会在生命里生根发芽，并成为后

来自己昂扬生长的力量之源。

　　信仰的力量穿越时空而来。108里路的历练

不仅让张昊青她们切身感受到革命先辈的流

血牺牲，感受到幸福来之不易，也让她们感受

到集体、团结的力量，并有了直面困难的勇气。

　　“这是用脚步丈量出来的青春，用心灵感

悟出来的革命历史。”8月17日，固原二中校长

何成江对记者说，108里路深深地影响了许多

学生的一生，成为他们永不磨灭的集体记忆

和勇毅前行的动力。

一次创举，29年传承

　　29年前的一次举动，被一届又一届传承，

直至成为文化品牌、学校精神，这不是哪一位

校长、老师的主观愿望，而是学校历届师生自

觉积极的坚持与坚守。

　　“第一次活动晚上回来已经9点多，有些

家长接孩子等得着急，看到娃娃们一瘸一拐

回来更是心疼，抱怨声随之而来。”面对质疑，

韩宏坚信，学生娃是“西海固”这片贫瘠土

地上的学子，受到六盘山“不到长城非好

汉”红色环境的浸润，孩子家长大多面朝黄

土背朝天，他们的坚韧朴实潜移默化影响

着孩子，走下来没问题。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行走的种子一经种

下，“长征”的誓言便不曾改变。

　　29年坚持，3万余名师生参与。学生换了

一茬又一茬，不少曾经参加徒步活动的少年

如今又以老师的身份，陪伴学生重走这条路。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代人影响下一代人。

而固原这座城，也因此成了一座“英雄城市”。

一次行走，常态沁润

　　29年来，学校不断从这条路上寻找、挖

掘育人元素，把崎岖的山道变成鲜活的教

材，把一路所观所行所感转化为课堂上最

好的情景素材。

　　在固原二中，走前基本实现全流程、全方

位、全课程的跟进。走中以班为单位分多个组

别，培养学生组织协调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走后分享感悟心得，累积至今已形成数十种学

生感悟随想的文集。同时以“春之声、夏之风、

秋之实、冬之韵”为主题，推行“四季芳菲”等红

色主题活动，把一次行走变成常态化沁润。

　　29年传承，常态沁润，蝶变效应。今年有来

自宁夏全区的40多名思政教师，中宁一中60多

名高一学生，固原市12家单位200多名共产党

员、共青团员一并随队行走，固原市公安局等8

家单位及社会团体参与护行。归来时，家长自

发制作了54条横幅，一路迎接队伍“凯旋”。

　　从学校的独立行动，发展到社会多部门

联动，“29年来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感召力和

吸引力越来越强，思政课的内涵越来越丰富，

核心灵魂是立德树人的初心和深沉的家国情

怀。”何成江说。

29年接力上好一堂“行走的思政课”

□ 本报记者  赵晨熙  张红兵

　　利落时尚的背头再配上墨镜和整洁

的白衬衫，当记者第一眼看到马东的时

候，只觉得这是一个乐观稳重又阳光帅气

的“型男”，直到他在别人的搀扶下慢慢起

身，记者才注意到他是一位视障人士。

　　近日，记者跟随“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

家亲”主题宣传采访团走进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利通区胜利镇上桥社区，与居民

群众共赴一场别样的社区邻居节暨睦邻

百家宴活动。

　　派发宣传手册、为民众提供购物饮食

指引……记者注意到，一些为民众提供服

务的志愿者是残障人士，询问之下得知，他

们来自吴忠市利通区尚之学残疾人综合服

务中心，马东正是该中心的负责人。

　　“社会上一直提倡要‘扶残助残’，不过

作为残疾人群体的一员，希望更多的残疾

人能够首先做到自立自强。”马东是一位先

天性弱视残疾人，作为一名“90后”，他始终

认为，即便自己是残疾人，也不应“心安理

得”地享受优待，而是要发挥自身的价值。

　　2022年，马东带领40余名残疾人创立

了尚之学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自此，坚

持扶残助残理念、帮助残疾人实现人生价

值便成为他不变的初心。

　　“我从来没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残疾

人，健全人能做的，我们多费点功夫同样

也能做。”马东介绍说，在吴忠市和利通区

残疾人联合会的支持帮助下，尚之学残疾

人综合服务中心组建了“尚之学助残志愿

服务分队”，如今已发展了230名助残志愿

者，其中包括150名残疾人。

　　目前，服务中心开展以残助残、残健

互融志愿服务活动，提供残疾人居家托养

和日间照料两种服务。居家托养主要为智

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提供上门服

务，包括送饭、做康复训练、精神慰藉等。

日间照料主要是在服务中心开设专门场

地，为来此的残疾人开展休闲娱乐、餐食

供给、午休等基本服务。

　　在马东看来，让残疾人去帮扶残疾

人，帮扶者在帮扶过程中会有成就感，而

被帮扶者面对和自己一样身患残疾的人

也不会自卑，有利于共同营造残健共融一

家亲的和谐氛围。

　　多位残疾人向记者表示，他们越来越

能够切身感受到国家和相关部门对残疾

人群体的重视和关怀程度在不断提高，这

也让他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

　　法律制度方面，作为保护残疾人群体

合法权益的专项法律，残疾人保障法充分

保障了残疾人学习、就业、平等参与各类

社会生活的合法权益。2023年9月1日起施

行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更为他们能够便

捷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提供了制度保

障。如今，公共场所各类便捷的无障碍设

施为残疾人出行提供了极大便利。

　　地方政府也在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

障弱项和关爱服务短板，促进残疾人实现

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以吴忠市为例，今年4

月，在吴忠市利通区政府和当地残联的帮

扶下，尚之学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建立了

再生资源回收文明实践积分兑换点，推出

扶残助残资源回收积分兑换公益项目。

　　马东介绍，服务中心会将从各单位回

收来的废旧书报、公文碎纸、旧衣物等，集

中进行分拣，将可回收再生资源进行称

重，并为每家单位进行积分兑换，各单位

可根据兑换的积分在服务中心积分超市

兑换生活用品及残疾人手工制品。

　　在地方政府支持下，该项目与利通区60

多家机关事业单位及学校对接，在各单位设

置流动资源回收点，并结合全国助残日等节

点，积极开展资源回收积分兑换公益活动。

　　“通过资源回收项目，不仅为残疾人提

供了就业机会，帮助他们更好融入社会，也

增强了人们的环保节能意识。”马东认为，这

一项目将扶残助残工作与残疾人辅助性就

业有机结合，以扶残助残志愿服务“小积分”

带动了残疾人自强自立“大文明”。

　　采访结束时，马东送给了记者几支上

面印有“残疾人自强笔 谱写幸福人生”字

样的中性笔。

　　这些笔都是出自一些重度残疾人之

手。为了帮助难以出门的重度残疾人在家

就业，马东与浙江省某中性笔厂签订协

议，由厂家提供加工零件，志愿者上门教

授技术，助力重度残疾人在家组装，再由

专人进行收集并销售。

　　残疾人保障法规定，政府采购，在同

等条件下应当优先购买残疾人福利性单

位的产品或者服务。

　　这一规定在利通区得到很好的贯彻

落实。马东透露，仅2023年，他们就销售了

22万支中性笔，利通区的很多单位、企业、

学校现在用的都是由残疾人组装的“自

强”中性笔。

　　谈起未来，马东信心满满，他要继续

脚踏实地为更多残疾人提供服务，帮助他

们树立信心，发挥自身价值。他也希望能

够有更多的残疾人和健全人积极参与到

扶残助残志愿服务活动中，让残疾人自立

自强、全社会关爱帮扶的氛围更加浓厚。

宁夏吴忠：

“小积分”带动残疾人自强自立“大文明”

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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