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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工作者对长
城 每 个 点 段 如 数 家 珍 ，长
城保护员对长城就像回家
的 路 一 样 熟 悉 ，家 住 长 城
脚下的乡亲们质朴热烈地
爱 着 长 城 …… 那 么 ，参 与

“长城保护公益行动”的首
都 检 察 官 们 ，他 们 与 长 城
的连接又有着怎样的执着
与 深 情 ？ 检 察 官 讲 述 的 ，
是工作点滴，是心路历程，
是新时代的“长城谣”。

新
时
代
﹃
长
城
谣
﹄

—
—

首
都
检
察
官
保
护
长
城
的
故
事

作为北京市门头沟区黄草梁长
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柏峪燕歌
戏”已入选北京市第一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今年 4 月，依托“检察+
政协”协同监督机制，我们收到门头
沟区政协委员《关于做好柏峪燕歌
戏，大力推进长城文化旅游》的提案。
为深入了解情况，我们专门拜访了柏
峪燕歌戏现任非遗传承人陈全霞。

“ 数 百 年 前 ，长 城 一 线 常 年 驻
军，后来逐渐形成典型的军户村。守
军眷属来自天南地北，带来各地不同
的文化，形成燕歌戏这种独特的地方
戏。”提起柏峪燕歌戏的历史，61 岁的
陈全霞如数家珍，但传承问题却让
她忧心忡忡。2014 年，为保护传承燕
歌戏，文旅部门拨出专门资金支持
门头沟区柏峪村建设了剧场，这是北
京市唯一的村级专业文化剧场。“柏
峪燕歌戏戏曲节”已连续举办四年，
但因不断有村民外出工作、定居，人
员断档成为燕歌戏传承的最大困难。

回到院里，我和同事们喟叹良
久，聊得最多的，是陈全霞父亲辛苦

整理出来、当世仅存的 27 本燕歌戏
剧本。无人传承，这些文化瑰宝终将
失去生命，而它们和长城本体一样，
值得我们去珍惜和守护。为此，我院
于今年 7 月向行政主管部门制发检
察建议。随后，相关部门开展了一系
列抢救性保护工作：加强非遗数字
档案的收集、记录和整理，目前已完
成 32 个项目传承人的口述、实物记
录采集，以及 27 部戏词剧本的电子
转化；先后出台发掘中坚力量的《柏
峪燕歌戏保护传承机制》和培养未
来 传 承 人 的《非 遗 进 校 园 工 作 机
制》；持续打造“柏峪燕歌戏戏曲节”
文 化 活 动 品 牌 ，将 其 与“ 门 头 沟 小
院”“小院有戏”“演艺新空间”等区
级扶持品牌结合起来，推动“非遗+”
深度融合发展。

前些天，我们去门头沟区斋堂镇
文化中心回访，看到排练厅内，一群
孩子正在陈全霞指导下认真学习燕
歌戏，脸上洋溢着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与向往。我们期待着，未来的日子里，
长城脚下，燕歌悠扬，永远传唱。

长城脚下燕歌悠扬
讲述人：北京市门头沟区检察院 谢孔学

把守北京东北大门，密云自古有
“京师锁钥”之称，境内长城现有城堡
61 座。密云的长城多为未开发长城。长
期以来，长城和周边村民的生产生活
融为一体，难免存在一些影响城墙、城
堡本体安全和整体风貌的历史遗留问
题。在开展“长城保护公益行动”中，我
院创新提出“大数据遥感监测+实地勘
查调查核实”履职模式。新履职模式依
托的，是我院此前建立的密云水库生
态 环 境 资 源 保 护 大 数 据 法 律 监 督 模
型。该模型以北斗导航卫星遥感数据
为基础，能够对地点偏僻、手段隐蔽的
环境违法行为实施有效监管。

既然大数据模型能帮助保护密云
水库，那么保护长城肯定也用得着。通
过分析遥感卫片图斑变化情况，我们
对密云区长城资源现状进行了全面摸
排，再结合大数据比对碰撞，形成问题

“点位清单”。以此为基础，我和同事们

爬山访城堡、走访村民、咨询长城保护
员，进行了历时一个多月的实地勘查。

为实现因地制宜保护长城，并统
筹兼顾村民生产生活，我们针对实地
勘查发现的问题，向行业主管部门和属
地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同时，按照“党
委全面领导、行业主管部门牵头、属地
政府主责、检察机关协同监督、人民群
众积极参与”的长城保护工作机制，联
合行业主管部门召开长城保护专项协
调推进会，推动解决长城保护范围内线
杆林立、私搭乱建、违法耕种等历史遗
留问题。属地镇政府将线杆拆除工作纳
入密云区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
示范项目的电缆入地方案中，密云区长
城城堡活化利用规划也已启动编制。

我相信，在对长城下一步的修缮
保护中，数字检察仍将发挥关键作用。

全面摸排比对形成问题“点位清单”
讲述人：北京市密云区检察院 高海才

“老铁们，只要 198 元，就能带你
穿越未开放长城”“夜宿野长城，远
离城市喧嚣”……今年年初，我们发
现 有 公 司 在 互 联 网 平 台 上 发 布 文
章，组织游客利用周末攀爬未开放
长城。游客缴纳一定费用后，会跟着
这些公司派出的领队前往未开放长
城“打卡”“穿越”。

北京市范围内的长城资源非常
丰富，其中有许多长城点段并未对
游客开放。《北京市长城保护管理办
法》明确规定，禁止组织游览未批准
为参观游览场所的长城。为确定线
下已成团组织攀爬的确实属于未开
放长城，我和同事们化身游客，前往
多处热门点位实地探访，发现这些
未开放长城位置较为偏远，部分组
织者摸清了长城保护员的上下班规
律，打起“游击战”，想方设法绕开阻
碍攀爬的铁丝网，监管难度很大。

我们还看到，有游客随意踩踏
零散的长城砖，野餐后留下不少垃
圾，还有游客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的情况下登上长城烽火台拍照、直

播。这些行为，不仅威胁其自身生命
财产安全，也对长城城墙本体及周
边环境造成破坏。我们想到，如果在
网上主动出击，压缩组织攀爬未开
放长城违法信息的生存空间，就可
以有效提高监管效果。

今年 4 月，我院依法向负有监管
职责的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建议
其依法处置违法信息并建立健全长
效工作机制，同时加强法治宣传。行
政机关迅速开展工作，约谈涉案公司
及网络平台负责人，要求实施整改，
并就相关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5
月，我院与相关行政机关联合召开

“涉长城信息平台治理工作推进会”，
推动在京互联网平台开展专项清理
行动。目前，各网络平台已下架涉长
城违法信息 1205条，禁发组织攀爬未
开放长城的信息，落实风险提示和保
护长城宣传。随着网络清理工作的深
入，我们将工作重点从处置违法信息
转向弘扬长城文化，从单维信息清理
拓展为多维网络治理，推动形成保护
长城长效机制和良好社会氛围。

检察官“化身”游客探真情
讲述人：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 秦禾

今年 5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给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乡亲
们的回信中强调，要“像守护家园一样
守护好长城”。作为长城脚下的检察
院，我院成立长城保护专班，专门办理
长城保护公益诉讼案件。

“隔壁村吃水是从我们村用管道
送过去的，后来他们村打了井，管道就
废弃了。结果修缮长城的时候，废弃
管道直接被砌在了里面。”那天，我们
和长城保护员一起下乡走访，村民随
口说起的“管道问题”引起我的警觉。

我们跟着长城保护员，第一时间
来到该段长城查看。长城线长面广，
徒步往返要几个小时，全靠“脚力”的
话工作没法深入，获取的信息也不准
确全面。为此，我们想到借助航拍技
术给长城拍个“体检照”。在检察技术
人员支持下，贯通南北三段长城长达

20 多公里的“体检照”清晰呈现在我们
面前。结合照片及相关勘验工作，我
们发现存在通信线缆和已废弃输水管
道被砌筑进长城墙体，城墙两侧固定
有两架铁质登梯、墙体两处缝隙内嵌
入铁钎等破坏长城本体及长城风貌的
情况。

我们邀请长城保护专家对发现的
问题进行研究，确定了长城墙体损失
情况及修复方案。4月 25日，我院依法
向行业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办案
组两次跟进调查，与行政机关共同研
究解决方案。目前，长城墙体内的嵌
入物已被拆除，输水管道被剥离，通信
线缆被有效架空，长城恢复原貌。我
们还依托京津冀一体化机制，将办案
中发现的某段长城保护范围内存在违
法建筑线索，同步移送河北省怀来县
检察院。

航拍“体检照”让监督更精准
讲述人：北京市延庆区检察院 刘杨

今年 3 月，我发现网上宣传“环长
城 100 国际越野挑战赛”的材料中使用
了“让选手在古老的明长城遗迹纵情奔
跑”这样的表述。多年办案经验告诉我，
其中可能有与长城保护相关的公益诉讼
案件线索。我和同事决定去现场看看。

我们联系该点段长城保护员一起
上山。初春时节，山上还残留着冬日
的积雪。我们发现，长城保护范围内
存在多个用于指示赛事路线的标牌，
有的紧邻长城本体，这些与长城保护
无关的设施已经影响到长城环境和历
史风貌。我们认为，利用长城开展体育
休闲活动是对文物的活化利用，有利于
宣传长城文化，增强群众长城保护意
识，但活化利用应当以确保长城安全、
遵守长城保护法律规定为前提。

在走访调研、现场勘验、调取赛事
资料、咨询专家、委托固证等工作基础
上，4月 3日，我院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

检察建议。行政机关对涉案企业的违
法行为进行查处，督促清除了与长城保
护无关的赛事设施。

考虑到 40 公里赛事路线中仅有小
段距离涉及长城本体，只要避开该段
长城本体即可继续举办赛事。6 月，我
院专门召开听证会，邀请北京市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及相关长城点段长城
保护员担任听证员，行政机关、涉案企
业代表参加听证。与会各方共商长城
保护与活化利用，达成依法举办体育
赛事并坚持以长城保护为先的共识。
行政机关代表表示，后续将在类似活
动中严格要求主办方避让长城本体，
提示参赛选手保护长城。

案件有终结，长城保护不停歇。越
野挑战赛将如期举办，我和同事们有的
准备去当志愿者，有的准备报名业余
组。不管以何种身份参与，我们都会
将长城保护宣传贯穿其中。

纵情奔跑不忘保护长城
讲述人：北京市平谷区检察院 赵建国

北京段长城总长度为 520.77 公里，自
东向西蜿蜒穿越平谷、密云、怀柔、昌平、
延庆、门头沟六个区，是中国现有长城中
保存最完好、价值最突出、工程最复杂、文
化最丰富的段落。做好长城保护传承利
用工作，北京市检察机关重任在肩、责无
旁贷。

自 2024 年 1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
开展“长城保护公益行动”以来，北京市检
察院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八达岭长
城脚下的乡亲们的回信和关于长城保护
传承利用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北京市长
城点段分布和公益诉讼检察管辖特点，要
求北京市检察院第四分院、6 个长城沿线
基层检察院及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同步
依法履职，充分发挥公益诉讼制度效能，
为长城保护筑牢法治屏障。

北京市检察院明确提出对长城的系
统性保护要求，即坚持文物本体与周边环
境的整体保护，注重文物本体与长城文化
的双重守护，实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
中保护。

实践中，6 个长城沿线基层检察院及
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结合区域实际，以长
城本体保护、历史风貌维护、网络溯源治
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四个方面为切入
点，在京华大地上形成了许多保护长城的
生动检察实践。检察机关通过促进多部
门联动、引入多专业支撑、推动多主体参
与，共同编织一张紧密联结、多元共治的
保护网络；借助公开听证会、现场推进会、

“回头看”等方式，广泛吸纳社会各界意见
建议，助力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共同参
与长城保护的良好氛围；将保护长城与
保护民生有机结合起来，在保护长城本
体 的 同 时 不 影 响 周 边 居 民 正 常 生 产 生
活，协同相关各方积极挖掘文物和文化
遗产的多重价值，为当地群众提供更多
就业机会和增收渠道。办案过程中，检
察人员充分利用遥感监测、无人机航拍
及大数据检索等现代科技手段，实现线
索精准摸排与高效分析，以科技赋能、专
业支持为核心，探索出一条高效、精准的
长城保护办案路径。

接下来，北京市检察机关将继续深入推进“长城保护公益行
动”，追寻“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精神足迹，以检察公益诉讼的生
动实践做好长城保护“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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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市 延 庆
区检察院检察官与检
察技术人员一起为长
城拍摄“体检照”。

磨石口关长城是明长城枢纽工程
中“北京结”附近的边关要塞，守城将
士驻守之处，距今已有 600 多年历史。
2024 年 3 月，我们广泛征求关于长城保
护的意见建议，收集到磨石口关长城
马道上方线杆问题线索。

现场勘查发现，7 根线杆密集地立
在长城马道上方。这些线杆，最早的
一根架设于 1969 年。居住在当地的长
城保护员告诉我们，多条线路靠线杆
支撑跨越长城，用于保障周边群众生
产生活需要，多年来一直在使用。

7 根线杆像插在长城上的“刺”，十
分碍眼。可如果将“刺”拔出，必然会
影响周边村民生产生活。我们走访属
地政府还了解到，这些线杆涉及职能
部门较多，权属企业更是达到 5 家，移
除 线 杆 涉 及 复 杂 的 补 偿 问 题 。 可 以
说，移除之难，不仅是技术上的挑战，

更难在如何平衡保护历史文化与增进
民生福祉这两件要务上。

我们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支持，在北
京市检察院挂牌督办下，通过怀柔区法
律监督联席会议推进工作，在长城脚下
举办公开听证会凝聚共识。经文物部
门指导，属地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权属
企业通力配合，用时不到两个月，重新
选址、铺设新线、移杆撤线等工作便顺
利完成。可能影响村民生活的新线路
接通流程只用了不到 4 小时，对有紧急
用电需要的家庭，相关部门提供了备用
电。撤除旧线工程使用无人机辅助，做
到了不毁树木、不占耕地。

经过这次“微创手术”，磨石口关
长城在专家指导修缮下恢复了往日的
古朴和庄重。我们回访了解到，线路
改造升级后，不仅周边村民住得更踏
实，山里的民宿也热闹起来。

长城“拔刺”后，民宿热闹起来
讲述人：北京市怀柔区检察院 赵莹雪

9 月开学季，我作为昌平区检察
院“法治副校长”团队成员之一，早早
就开始琢磨：今年的“开学第一课”，
给孩子们讲点什么？

我想到，昌平区长城资源丰富，
现存北齐和明代两个时期的长城资
源共计 41 处。今年以来，我院深化跨
区域长城保护协作，积极推动长城保
护传承工作。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要孩子们
握稳“接力棒”。收集资料认真备课
后，我将“开学第一课”的题目确定为

“弘扬长城文化，讲好长城故事”。
“大家有没有爬过长城，知道哪

些关于长城的故事？”法治课上，我以
设问开头，向同学们介绍了昌平区长
城资源总体情况和历史传承，在普及
长城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同时，

重点讲述了检察机关通过开展公益
诉讼工作助力长城保护的实践。讲到
昌平长城的红色历史时，我注意到台
下很多同学眼含泪花。

“长城守护了我们千百年，如今
我们该怎样回馈长城呢？”“好好爱护
长城！”“不能在城墙上乱涂乱画！”同
学们有力的回答、坚定的目光，让我
真切感受到一名检察官站上三尺讲
台的意义。课后，我向孩子们发放了
我院精心制作的“带领你看见昌平长
城”宣传折页，鼓励他们争当长城保
护“小普法员”。

几天后，我惊喜地收到家长反
馈，一名小学生在日记中写道：“听了
检察官姐姐的授课，我感到心潮澎
湃。长城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我们要
像爱护家园一样爱护长城。”

听了开学第一课，孩子们心潮澎湃
讲述人：北京市昌平区检察院 于静

◀北京市昌平
区检察院检察官于
静在昌盛园小学讲
授“弘扬长城文化，
讲好长城故事”主
题法治课。课后，
于静向孩子们发放
长城宣传折页。

▼北京市平谷
区检察院检察官与
长城保护员一起现
场勘查，辨识待拆除
房屋中的长城墙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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