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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基本情况示范区基本情况

三山五园地区是对北京西北郊以清代皇家园林为代表的各历史时期
文化遗产、山水形胜整体格局，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空间秩序的统称。三山指
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指静宜园、静明园、颐和园、圆明园、畅春园，规
划面积 68.5平方公里，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的两大重点区域之
一，古往今来的景秀文盛之地。在这片美丽而富有魅力的土地上，传统文化
与现代文明相互融合，山水风光与城市景观交相辉映。“三山五园”以其宏
大的规模、精湛的建筑艺术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蜚声海内外，是中华民族不
可复制的历史文化瑰宝。这里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地区之
一，是我们党领导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
的总指挥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
地位。

作为全国首批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北京海淀三山五园国家文物
保护利用示范区有其突出的综合性和整体性特点。三山五园地区兼具山
区、平原、河流、林区、湖泊，城市与农村，文化遗产整体保护要素齐全；各级
文物类型丰富，有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圆明园；李大钊
烈士陵园、双清别墅等革命文物，谱写了海淀乃至中国近代以来党领导中
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壮丽篇章。三山五园地区中央单位、军队单位多，文物隶
属关系复杂、管理权责分散，集中体现了文物工作面临的复杂性、艰巨性，
也使海淀成为改革创新最理想的“试验田”，进而探索建设新时代文物事业
高质量发展经验的“高产田”。

示范区创建特点

示范区创建三年来，海淀按照国家文物局的要求，全力将《北京海淀三
山五园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落地落实，着力突破文物
保护利用中的难点痛点，初步形成文物现代化治理的新经验和新生态，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打造了新时代文物改革发展的生动样
板，构成了三山五园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整体性、统筹性、创新性、人
民性”的鲜明特征。

——规划引领，突出文化遗产保护“整体性”
海淀区坚持规划引领，在编制《北京海淀三山五园国家文物保护利用

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过程中，全面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精准对接三山
五园地区整体保护规划，实现文物保护与国土空间规划、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规划“多规合一”。推进三山五园整体保护与区域减量发展相协调，重塑
地区山水形胜的整体格局，推动景观生态与历史文化有机交融。三年来，在
三山五园地区增加水面、治理河道，缝合蓝绿空间，塑造了“一区、两轴、三
循环”格局的滨水慢行空间和亲水岸线，形成了“一道十三园”绿色新生态，
重现了山水交融、大气恢宏的历史景观风貌，持续城市更新，建设线性文化
遗产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三山五园地区文化遗产以其整体性保护，构建出
历史文脉与生态环境交融的整体空间结构。

——首善标准，强化突破体制机制的“统筹性”
北京市以新时代首都发展为统领，全面推进首善之区建设，充分用好

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首规委）和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
两个平台，市委市政府领导利用平台调度机制推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海
淀区成立三山五园地区工作专班，设立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
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高位统筹推进三山五园地区文物保护利用工
作，有效推动了示范区跨部门、跨领域任务的开展。

“两级四平台”（市级：首规委平台、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平
台；区级：三山五园地区专班平台、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平台），在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三山五园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中起到了高位
协调的关键性作用。依托“两级四平台”，市区领导先后与军委后勤保障部军
事设施建设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等军队和中央单位建立了文物
保护对接协商机制，探索形成破解文物管理最难解问题的有效路径。

——双向赋能，体现科技中心的“创新性”
海淀区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策源地优势，以科技赋能文物保护与展示。

利用全国领先的“城市大脑”接入文物保护应用场景。海淀城市大脑已汇
聚 20多个市区部门数据，以智慧型城市建设为文物精细治理、智慧治理、
科学治理探索新方案。同时，海淀区持续加大文旅信息化、数字化投入，以
文化科技融合促进文旅产业发展。圆明园数字化体验项目 2022年 12月入
选北京网红打卡地（新消费场景类）；2023年 3月荣获“中国文旅先锋奖”。
科技创新为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插上传播的翅膀，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近
文化遗产。

——共建共享，坚持以民为本的“人民性”
海淀区坚持文物工作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示范区创建期间，清

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颐和园博物馆、圆明园博物馆相继揭牌开馆。颐和园博
物馆“园说”系列展览讲述三山五园的前世今生；圆明园马首入藏、石柱回
归展和五首重聚故园，充分体现了“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以
使命担当赓续红色血脉，打通“进京赶考之路（北京段）”全线，有效彰显了
革命文物的时代价值，接待观众超过100万人次，这条线路真正成为见证百
年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的知古鉴今之路。三山五园艺术中心（海淀区
博物馆）已经竣工，成为集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艺术展览交流、自然山水风
光展示于一体的文化新地标，综合体现海淀文化大区、经济强区、科创中心
核心区的底蕴和活力。“博物馆之城”建设让区域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以高
品质文化供给赋彩人民美好生活。

北京海淀三山五园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北京海淀三山五园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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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京，，大国首都大国首都，，历史悠久历史悠久，，文脉绵长文脉绵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海淀区作为首都中心城区海淀区作为首都中心城区，，是全国政治中心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文化

中心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集中承载地区科技创新中心的集中承载地区，，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地区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地区，，是展示国家首都形象的重要窗口地区是展示国家首都形象的重要窗口地区。。

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三年来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三年来，，海淀区勇担探索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使命海淀区勇担探索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使命，，以建设政务环境以建设政务环境

优良优良、、文化魅力彰显和人居环境一流的首善之区标准文化魅力彰显和人居环境一流的首善之区标准，，探索形成新时代文物保护利用改革高站位统筹探索形成新时代文物保护利用改革高站位统筹、、高标准规划高标准规划、、高水平建高水平建

设设，，文物保护融入经济文物保护融入经济、、社会社会、、政治政治、、文化文化、、生态全面发展的海淀模式生态全面发展的海淀模式。。

示范效益全面彰显

——文物保护由单体转为集中连片保护
海淀区在文物保护管理模式上守正创新，有效

促进区域性文物资源整合和集中连片保护利用，从
传统针对不可移动文物单体的保护利用模式，演变
为系统梳理挖掘文物价值，开展线性保护、连片保护
的保护管理模式。如以清华园车站旧址、颐和园益寿
堂、中共中央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串联起“进京赶考
之路（北京段）”，以三山五园为抓手开启集中连片保
护模式，有效整合区域文物资源，强化文物保护的整
体性，提升周边区域人居环境，充分带动群众参与热
情，起到显著的示范效果。

——形成多方参与文物保护工作新格局
改变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单独承担文物保护工

作的传统模式，海淀区通过创新机制体制，形成了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全民共
享的创建工作格局。依托市、区“两级四平台”高位
统筹建立央地、军地沟通机制，协调市、区两级多部
门，形成文物保护合力，有效推动了示范区跨部门、
跨领域任务的开展，为全社会参与文物保护利用营
造了良好氛围。

——文化软环境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硬支撑
海淀区通过示范区示范项目建设带动区域经济

发展，促进文物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促进文化和旅
游深度融合，带动当地旅游经济长效发展。2021年，
海淀区规模以上文化产业单位实现收入 9402.4 亿
元，同比增长 23.2%，占全市比重 53.5%；2022年收入
合计 10173.1 亿元，同比增长 7.5%，占全市比重
56.5%。2022年，海淀区成为全国首个地区生产总值
突破万亿的地市级区县。

——优良生态宜居环境提升人民幸福指数
示范区通过实施环境整治提升类项目，恢复三

山五园地区地域历史风貌和山水格局，在保护与传
承历史文化记忆的同时，极大提升文物周边环境，注
重文物整体景观风格和周边环境的协调与融合，统
筹考虑城市绿色开放空间。为周边人民群众提供高
品质的休闲游憩公园绿地，打造成为东方人居环境
杰出代表区。

后示范区工作

海淀区倍加珍惜首批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
创建资格，深知改革事业任重道远，创建期完成后，
还将正确把握文物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继续攻坚
克难，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
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要求，做好后
示范区工作。

一是进一步发挥示范区创建形成的机制体
制优势。坚持党的领导，强化政府主体责任，进一
步用好市区“两级四平台”协调机制，加强区政府
对三山五园地区各单位、各系统的统筹协调，凝
聚部门合力，整体、系统保护文化遗产及其赋存
环境。

二是进一步发挥示范区创建打下的研究基础优
势。依托三山五园研究基地，提供更强有力的智力支
撑。围绕考古、博物馆、策展、讲解等重点领域，加大
人才引进，强化对年轻人才、高层次人才、复合型人
才的培养力度。加强文物阐释和利用，探索以多种方
式展示文物价值，体现文物之美。发挥文物利用在推
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构建美好生活等方面的重要作
用，呈现文物活起来的多样路径。

三是重点开展三山五园地区整体保护规划落实
情况评估，编制三年行动计划。启动《三山五园地区
整体保护三年行动计划（2023年—2025年）》编制工
作，将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环境提升作为落实规划
重要组成部分，行动计划的任务内容要全面覆盖《规
划》中期（2023年—2025年）实施计划及成效，注重量
化、项目化，明确规划指标，加快将三山五园地区建
设成为首都功能建设重要承载区、国家历史文化传
承典范区。

创建首批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是时代

赋予海淀的历史机遇，更是责任和使命。十年来，

我们凝心聚力、接续奋斗，以厚积薄发之势深学笃

行，砥砺奋进，吹响新时代文物事业前进号角；三

年来，我们抓住历史机遇，着力赓续中华文脉，奋

力推动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玉汝于成，努力走出

了一条符合区情的文物保护利用的海淀之路。我

们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的海淀篇章。

（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和旅游局/供图 魏颖/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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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园车站旧址被评为北京市优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