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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世界遗产保护的华夏之光

我国世界遗产总览我国世界遗产总览

目前为止，北京市拥有最多的世遗项目，包括故
宫、颐和园等。而身为著名旅游景点的海南却一个都
没有，不过这跟城市本身的历史背景也有关系。同样
数目为零的还有上海、香港和台湾。

还有一些世界遗产是不同的省、市共同拥有的，
其中“大运河”更是横跨了8个省份，27个城市，一
下子让众多运河沿线的城市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个世
界遗产”。

■延伸阅读

何为世界遗产

世界遗产是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
员会确认的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
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
然景观。

世界遗产主要分为三类：文化遗产、自然遗产、
文化与自然遗产 （复合遗产）。目前，我国世界遗产
总数达到55处，位居全球第一。

世界遗产可以由
几个国家共同拥有吗

当然！世界遗产必然有其包容性。2014年的世界
文化遗产“丝绸之路”，就是中国、哈萨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三个国家共同申请的，为三国共有。

丝绸之路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贸
易、宗教、技术交流的文化线路，其整体意义超过其
所有组成之和，在人类文明与文化的交流史上拥有无
可比拟的影响力与突出地位，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上为
人类的共同繁荣做出了重大而杰出的贡献。

申请世界遗产分几步

世界遗产的申请之路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步骤：首
先被本国列入预备名单，其次被国际组织审核，最后
是确认入选。因此，《中国申请世界遗产预备名单》
是我国每个申遗项目的必经步骤，但并不是每个被列
入名单的项目都能最终入选。

1996年，我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第一批
预备名单，此后每隔几年这份备选名单都有所增减。
除了申请成功的项目外，有些已经在几番修改中被删
掉，而有些则一直待在预备名单上超过20年。比如东
寨港、鄱阳湖、扬子鳄和桂林漓江，都是首批预备名
单上的项目，但至今没有成功入选世界遗产。

我国拥有世界遗产
最多的省份

7月19日在福州召开的世界遗产
大会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第44届世
界遗产大会审议列入《世界遗产濒危
名录》的非洲项目，决定将刚果民主
共和国世界自然遗产——萨隆加国家
公园从濒危名录移除。

非洲世界遗产基金执行主任瓦里
苏披露，非洲仍有12个国家的世界
遗产数量为0，全球53处濒危世界遗
产中有22处位于非洲。他呼吁加大
对非洲世界遗产基金的资助力度，提
升非洲世界遗产保护能力。

据了解，本届大会努力推动在政

策制定、能力建设、国际援助和上游
程序等方面体现“非洲优先”，增强
世界遗产代表性、改善平衡性。

大会议题审议阶段，委员国高度
肯定萨隆加国家公园在消除战乱和非
法捕猎威胁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和进
展，一致同意将该项目从《世界遗产
濒危名录》中移除。

据悉，萨隆加国家公园地处刚果
河流域中心位置，有许多当地的濒危
物种，如矮黑猩猩、刚果孔雀、雨林
象等，于1984年被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1999年被列入《世界遗产濒

危名录》。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第44
届世界遗产大会主席田学军在世遗大
会期间强调，落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非洲优先”全球事项，彰显非洲国
家在世界遗产保护事业中的地位和作
用，需要付出更大努力，凝聚更多力
量。中国将进一步支持非洲国家世界
遗产保护工作，支持发展中国家人才
培养，实施世界遗产保护领域人才培
养计划。

据中新网

全球53处濒危世界遗产22处在非洲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世界遗
产保护不断取得新成就，世界遗产国
际合作领域获得新进展。这些散布在
华夏大地上的世界遗产，不仅成为中
华文明的生动见证，也在人类文明进
步和世界文明进程中闪耀着璀璨的光
芒。

保护传承文化遗产
守护中华文明根脉

亘古星宇下，敦煌莫高窟静立千
年。

游客们来到洞窟前，拿起手机、
打开AR地图，便能看到九色鹿从壁
画中“飞身而下”。这种利用科技手
段展示文化价值、多渠道感知敦煌文
化的做法，让游客惊喜、兴奋。

长城、明清故宫、莫高窟……星
散在古老的大地上，37项享誉全球的
世界文化遗产，记载着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的精神血脉。

这些世界文化遗产，涉及考古遗
址、石窟寺、古建筑、文化景观、历
史城镇和城镇中心、遗产运河、遗产
线路等多种类型，展示着中华民族源
远流长的文化传承、独具特色的精神
追求和一脉相承的生态智慧。

对于文化根脉，保护永远是第一
位的。

长城保护工程、“平安故宫”工
程、良渚古城遗址展示工程……一批
高水平的保护、管理、监测、展示项
目实施，有效改善了世界文化遗产保
护状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财政
在文物保护专项经费中支持世界文化
遗产监测126个项目，共计6亿元；
《长城保护条例》《大运河文化保护传
承利用规划纲要》……百余部世界文
化遗产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构筑铜墙铁
壁。

中外世界遗产进入教材、进入课
堂、进入亿万学生的课外活动，成为
教育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2019
年，我国有3.88亿人次走进世界文化
遗产地。文化自信的力量，在每一位
中华儿女心中升腾。

加强自然遗产保护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日前，可可西里申遗成功4周年
之际，在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的
野生动物救助中心，5只经可可西里
巡山队员喂养、救助的藏羚羊被放归
自然。

曾几何时，位于地球第三极的这
片广袤土地上，不法分子的枪声不
断，大批藏羚羊遭到猎杀。多年来，
在各方有力保护下，今天的可可西里
已连续11年实现“零盗猎”，藏羚羊
种群数量恢复至7万只左右。

可可西里生态环境的嬗变，是我
国推进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和生态文明
建设的生动缩影。

这是对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有益
探索——

通过完善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相关
法律、制度和规定，实施天然林资源
保护、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等重点生态
工程，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资源
监督管理进一步加强，遗产地生态保
护修复力度不断加大。

这是资源保护与民生发展相结合
的生动实践——

依托各地特色世界自然遗产，通
过特许经营、利益共享、生态补偿、
生活补助、适度旅游等多种方式惠及
民众、改善民生，带动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促进绿色发展转型。
如今，我国的世界自然遗产已成

为宣传生态文明的重要窗口。通过开
展遗产宣传、科普教育等活动，不仅
激发了广大公众对自然文化的探索热
情，也促进了全社会对祖国壮丽河山
的了解热爱。

守护人类共同财富
共创互尊互鉴未来

2014年，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
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与哈
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提交

“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
网”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次跨
国申遗的成功，让世界看到了我国对
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所持的认同、
包容、开放、协作的态度，也是世界
遗产文化精神的体现。

世界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保
护和传承好世界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责
任。

第四次担任世界遗产委员会委员
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举办中
非世界遗产能力建设与合作论坛，担
任第 44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
国……这些年，我国积极承担作为世
界遗产大国的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
国际事务，成为世界遗产国际交流和
合作的贡献者。

从缅甸蒲甘地区佛塔震后修复工
程，到尼泊尔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九层
神庙震后修复工程，再到乌兹别克斯
坦花剌子模州历史文化遗产遗迹修复
工程，我国为世界遗产抢救、保护做
出了重要贡献，将“中国经验”分享
给国际社会，成为世界遗产保护国际
合作的中坚力量。

据新华社

1976年11月，为保证《保护世
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有效实
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成立世界遗
产委员会的同时，建立了《世界遗产
名录》。1977年，作为委员会例会的
第一届世界遗产大会在法国巴黎举
办，当年，并没有一项遗产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直到1978年第二届会
议上，才有包括德国亚琛大教堂、美
国黄石公园等在内的12处遗产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自那时起，世界遗
产大会每年举办一次，共有1121处
遗产被纳入《世界遗产名录》。

中国与世界遗产大会的结缘于
1987 年第 11届世界遗产大会。当
年，我国首批申报的6处遗产入列
《世界遗产名录》。此后，我国“申
遗”屡有斩获，目前已拥有55处世

界遗产。
2004年6月，第28届世界遗产

大会首次来到中国，在苏州举行为期
10天的会议。2021年，世界遗产大
会再次光临中国，这次会议亮点都有
啥？

首先是会议形式。在大会开幕式
后，本届大会转为线上举行，在线审
议世界遗产项目。其次，这是一次

“加强版”大会，将审议2020年和
2021年两个年度的世界遗产项目。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大会还将审
议我国申报的“泉州：宋元中国的世
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这也是
2018年“古泉州（刺桐）史迹”项
目“申遗”失败后，古泉州文化第二
次向世界文化遗产发起冲击。

据光明网

■相关链接

世界遗产大会知多少

泉州六胜塔。

《世界遗产濒危名录》 承载着人们对部分世界遗
产受损甚至永久消失的忧虑。随着自然环境的改变和
国际风云变幻，不断有世界遗产面临迫在眉睫的威
胁。战乱、地震等自然灾害、环境污染、偷猎、城市
化无序发展以及旅游业过度开发等，严重影响着部分
世界遗产的价值存在。《世界遗产濒危名录》旨在提
醒国际社会关注这些受威胁的世界遗产，鼓励相关机
构采取挽救措施。 据新华网

为何建立濒危名录

7月16日至31日，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在我国福建福州举办。时隔17年，世界遗产大会
再次花落中国，这是中国在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领域承办的最高规格国际会议。目前，我国已
成功申报世界遗产55项，其中世界文化遗产37项、世界自然遗产14项、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
遗产4项。世界遗产总数、自然遗产和双遗产数量均居世界第一。中国整体保护状况明显优于全
球平均水平。中国遗产保护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为世界遗产保护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
方案、中国力量。

图据央视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