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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树成：以文化创新为动力加快旅游城市建设步伐

作者：慈树成 文章来源：天津日报网 更新日期： 2007-8-17   

    当今时代，文化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蓟

县，是天津市的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深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多次强调：

“蓟县是财富，不是包袱。”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是蓟县最大的财富，是推动蓟县新一轮发展的雄

厚资本。以构建中等旅游城市为目标，以文化创新为动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发

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蓟县人民的必然选择。 

  1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蓟县文化创新的根脉 

  蓟县，古称无终、渔阳、蓟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有许多弥足珍贵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目

前，县内有世界文化遗产1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5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7

处，县级文物保护点325处，革命战争遗址和纪念地160多处。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5处，世界

吉尼斯纪录大全景观2处。有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处，全国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1处。有千年

以上的古树11株。 

  这些遗产中，自然遗产时间跨度大，从太古界地层到现今，跨越了35亿多年的历史。文化遗产连续性

强,上至旧石器时代，下至明清，各个历史阶段均无空白。商周的青铜器、汉代的古墓、唐代的庙宇、辽代

的古塔、明代的长城、清代的行宫、陵寝等等，连绵不绝。18亿年的中上元古界地质剖面、8000年的青池

遗址、6000年的围坊遗址、5000年的黄帝问道遗迹、5000年的古城、2000多年的香林寺遗址、1000多年的

独乐寺等等，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稀世珍宝，有的具有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或自然遗产的潜力。 

  这些自然和文化遗产，记载着蓟县辉煌的历史，传递着人类文明的信息：一是退海成陆历史早。形成

于35亿年前的下营镇常州太古界地层表明，这里是天津市历史的源头，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最早成陆的地区

之一。有“大地史书”、“地质瑰宝”之称的中上元古界地层剖面，真实地记录了距今18亿至8亿年间的地

质演化史，是世界上同一地质时期最为标准的地层剖面。二是人类活动历史久远。最新考古发现，距今10

至1万年的旧石器晚期，这里就有了人类活动。经过数万年的沉淀和凝聚，形成了内涵丰富、独具特色的人

文历史文化。三是建城历史悠久。相传陶唐时代，这里的先民们就开始取土垒城。距今有近5000年的历

史，在华北地区除了涿州巩山黄帝城之外，历史最为悠久。四是战略地位重要。这里自古为战略要地，陆

路、水路运输发达，有“畿东锁钥”之称，是群雄逐鹿之地，有五定国都的历史。这里从公元前221年秦始

皇设立郡县，到现在已立县2227年。在乾隆以前的近2000年中，大多是郡、州的治所。在相当长的时期

内，是京东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五是才俊辈出。这里曾孕育出了义士田畴、阳氏家族、

窦家父子、名相赵普、穿芳三隐等历史名人。从宰相、尚书、大将军等朝廷命官到节度使、太守、知州等

封疆大吏，数不胜数，文学家、史学家、书画家、医学家层出不穷。仅列入《二十五史·列传》的名人就

数以百计。六是革命史辉煌。这里是著名的冀东西部抗日大暴动的发源地，是盘山抗日根据地的核心。抗

日名将李运昌、包森等就战斗在这一带。解放战争时期，平津战役指挥所，就设在蓟县孟家楼。北平和平

解放谈判就在县城南八里庄举行。蓟县人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共牺牲烈士2456名。全市近1/3的

优抚对象在蓟县。 

  周秦以来，这里是多民族混居之地，多元文化并存。东汉时期，佛教传入蓟县。后经魏晋南北朝广泛

传播，兴于唐，盛于清，仅盘山就有“72座寺庙、13座玲珑塔”。佛教与儒学、道教在这里竞相发展，创

造了绚丽多彩的文化。秀美的风光，灿烂的文化，吸引了众多帝王将相、文化名人到此巡游。特别是，乾

隆32次登临盘山，留诗1700多首。陈寿、郦道元、李白、杜甫、陈子昂等名人大家，在此留下了数不清也

道不完的历史故事、动人传说和千古佳作，为蓟县历史文化增添了无穷的魅力。帝王文化、建筑文化、名

人文化、战争文化、宗教文化、红色文化、艺术文化等各领风骚，无一不在展示着蓟县传统文化的魅力，

构成了蓟县灿烂的文化画卷。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是蓟县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生命和灵魂，是蓟县的文化个性、文化特色和

文化品位，是蓟县真正的魅力所在。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发展蓟县文化之源，是打造蓟县文化品牌的

历史根脉。离开这一点，谈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创新，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我们讲文化创新，是在继承发

展基础之上的创新。创新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弘扬蓟县的历史文化。精心传承、大力弘扬和努力创新蓟

县历史文化，为构建中等旅游城市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使蓟县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焕发出新的

时代光辉，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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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城市发展表明：经济是现代城市的力量，景色是现代城市的形象，文化则是现代城市的灵魂。蓟

县，是国内少有的文物大县、文化大县，历史积淀深厚,这是蓟县独特的优势。正是基于这种优势，我们提

出了构建中等旅游城市的目标。我们要用现代的理念去继承历史文化，通过文化创新，使历史文化资源优

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全面提升蓟县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1、弘扬历史文化，实施文化创新，就是要培育蓟县人民奋发有为的精神 

  蓟县，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岁月中，形成了迎难而上、奋发有为的精神品格和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

县志记载，这里曾遭受过无数次自然灾害和战争劫难。正是凭着这种迎难而上、奋发有为的精神，使蓟县

不断劫后重生，铸就了几千年来的历史辉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牢牢地占据着京东地区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中心的地位，并有五定国都的辉煌历史。当前，随着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蓟县迎来了一个大发

展、大开放、大跨越的黄金时期。在新的历史发展起点上，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弘扬这种迎难而上、奋

发有为的精神品格和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我们弘扬历史文化，实施文化创新，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延续

下来，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以此来凝聚全县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形成强大的发展合力。 

  2、弘扬历史文化，实施文化创新，就是要加快新农村建设 

  没有农村发展质的变化，构建中等旅游城市就是一句空话。蓟县是农业大县，经济发展不平衡，部分

村尤其是山区村集体经济实力薄弱，影响了新农村建设进程。为拓宽资金筹集渠道，我们按照“政府引

导、公司介入、群众参与”的思路，开展文化招商，吸引国内外大公司、大财团前来投资。广东恒大集团

投资86亿元的盘山金碧国际会议中心大项目的落户，就是文化招商的成功范例。广东恒大集团之所以在盘

山脚下建设这样的大项目，就是看中了这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优美的自然风光，看中了“早知有盘

山，何必下江南”这块文化招牌所蕴涵的巨大商机。这个大项目，涉及官庄镇、许家台乡两个乡镇十几个

行政村。这个大项目的运作，将使一些祖居深山、发展潜力不大的村庄整体迁移出来，由恒大集团投资，

兴建高标准的农民住宅楼，并安排就业。这将彻底改变迁移村百姓的居住条件和生活质量，对推进新农村

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继 

[1] [2] [3] 下一页   

查看原文  

文章录入：胡雁霞    责任编辑：毕昱  

● 上一篇文章： 都市旅游与城市文化建设 

● 下一篇文章： 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发表评论】【加入收藏】【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各地工作站 | 联系我们 | 会员城市名单 | 版权申明 | 友情链接 

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 承办：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网络中心 大城小市（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64462852 传真：010-64462856 邮箱：ccyb1102@163.com 法律顾问:北京中逸律师事务所李建新律师 

Copyright©2006-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 京ICP备05086808号  

本网站非赢利性网站，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管理员联系，我们一定及时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