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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认真学习党的十八精神，广泛虚心征求意见，提出了唱响“北疆古城，灵秀瑷珲”，着力加快瑷珲古

城建设，为爱辉镇发展蓄积动力的工作主题，并结合实际，查找差距，发挥优势，拟定了加快瑷珲古城建设的“四

个一工程”及其保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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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强调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

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美丽中国，着力推进绿色

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黑龙江省十一次党代会明确

了繁荣黑河边贸旅游明星城的发展定位。爱辉镇作为有着

300 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名镇，是黑河旅游的重要节点。我

们在认真总结以往工作，摸清摸透镇史民情的基础上，通

过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广泛虚心征求意见，提出了

唱响“北疆古城，灵秀瑷珲”，着力加快瑷珲古城建设，为爱

辉镇发展蓄积动力的工作主题。
一、瑷珲古城的历史概况

爱辉镇源于清代的瑷珲城，是清代最早的黑龙江流域

经济、文化、军事中心。1683 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为

了防御沙俄对我国北部边疆及黑龙江流域的侵略，令萨布

素带领吉林乌拉、宁古塔官兵赴黑龙江建城永戍，并任命他

为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在黑龙江左岸，今爱辉镇外二道沟村

隔江对岸建立了瑷珲城（瑷珲城因瑷珲河而得名），为黑龙

江将军府驻地。1685 年清政府鉴于旧瑷珲城僻处江东，与

内地交通及公文往来存在诸多不便，将黑龙江将军驻地迁

至今爱辉镇址建立新城，前者称旧瑷珲或瑷珲旧城，后者称

新瑷珲或瑷珲新城。瑷珲城在抗击沙俄斗争中具有重要战

略地位，是雅克萨之战的前线基地和指挥部。1689 年中俄

双方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明确了中俄东段北到外兴安岭

东到库页岛的边界基础。1690 年黑龙江将军由瑷珲新城迁

往墨尔根（今嫩江）。1858 年沙俄以武力逼迫清朝政府于瑷

珲签订了中俄两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瑷珲条约》，割

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

土。1900 年沙皇俄国侵入我国东北，凭借优势兵力占领了

瑷珲新城，把这座古城烧成一片瓦砾，只剩下一座魁星阁。
1907 年副都统姚福升带领瑷珲人民重建瑷珲城。

二、基本镇情及建设情况

爱辉镇距黑河市区 32 公里，辖区总面积 211 平方公

里，辖 16 个行政村，22 个自然屯，有 3072 户，人口 15000
人。拥有耕地 17 万亩，林地 4.1 万亩，草原 2 万亩，水面 1
万亩。爱辉镇是我省仅有的两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之一；

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国家级生态镇；全国创建文明村

镇先进村镇；省级风景名胜区。镇内有国家一级博物

馆———瑷珲历史陈列馆、知青纪念馆、卫国英雄园、瑷珲海

关遗址、森林公园、将军坟、金法寺等景区景点。瑷珲新城

遗址是国家级大遗址保护单位。
多年来，上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瑷珲古城

建设，给予了政策和项目上的大力支持。爱辉镇历届班子

充分发挥资源和文化优势，创新发展，在镇容镇貌、基础设

施、景区景点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爱辉镇有了很

大的变化，知名度和美誉度进一步提高。特别是通过多方

努力，已完成《爱辉镇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爱辉镇城

镇规划》、《爱辉镇旅游发展规划》三个总体规划和《爱辉镇

“三供两治”规划》、《瑷珲古城商业街规划》两个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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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已经省政府和相关部门批准实施，为以后编研和争取项

目、招商引资奠定了良好基础。
但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休闲旅游业的兴起，

爱辉镇因受地理和经济发展条件所限，在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文化氛围营造和旅游产品开发上，与社会各界的期盼相

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一是古文化氛围较淡，缺少“古气”；二

是小城镇建设刚刚起步，整体环境有待提高，缺少“镇气”；
三是景区景点较少，旅游业配套设施和相关产业没有跟上，

没有形成一日游或多日游格局，有“人气”但无“财气”。
三、古城建设的几点打算

积极稳妥的推进瑷珲古城建设，重点应实施好“四个

一”工程：即明确一个发展定位、加快推进一批重点旅游项

目建设、搞好一系列节庆活动、形成一种特色旅游格局。
明确一个发展定位：弘扬古城文化，发展旅游经济。瑷

珲是我国北部边疆仅存的古城，是黑龙江省的肇始之地，

既有抗击沙俄守边固土的辉煌历史，也有负辱签约丧失国

土的沉重印迹。爱辉镇的名气就在于她的历史和文化，来

黑河的人都希望到瑷珲古城看一看，既接受爱国主义教

育，又感受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同时，随着知青馆、森林

公园、金法寺等一些景点的建成开放，来爱辉镇体验式休

闲旅游的人也逐年增加。因此，爱辉镇的发展应定位在旅

游服务业上。即：通过挖掘和弘扬瑷珲古城的历史文化，建

设体现北方民族生活的文化旅游设施，加快旅游市场和产

品的开发，吸引国内外游人来爱辉镇体验古城的文化氛

围，发展旅游经济，从而促进农业和加工业的发展，加快小

城镇建设步伐，繁荣地方经济。
加快推进一批重点项目建设：本着严格执行规划，不

伤筋动骨，量力而行，由点及面的原则，逐步打造和完善

“一街、一府、两楼、多园、群馆”等一批有较深文化内涵和

地方特色的旅游项目。
一街：复古一条街。按照哈工大规划设计院《拱宸街沿

街建筑整治规划设计》方案，对原有拱宸街沿街建筑进行

改造，建成既具有中国北方古建筑群落及北方少数民族建

筑群特点，同时又具有浓厚人文气息的商业街。建设游客

服务接待中心及休闲广场、卡伦院落、鄂伦春协领府邸院

落、古戏楼、古城画院院落、客栈院落、临街商铺、望江亭古

牌楼广场等建筑设施，打造北方古城第一街，彻底改变古

城不古的问题。也成为北方古装影视及喜庆活动的拍摄基

地，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一府：首任黑龙江将军府。瑷珲城是黑龙江首任将军

的驻地，复建首任黑龙江将军府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历

史意义，也更会提升瑷珲古城的文化历史内涵。黑龙江将

军府的遗址就在爱辉中学和小学院内，现在新小学已经开

工，明年即可搬迁；中学明年征地，也陆续完成搬迁。这为

复建黑龙江首任将军府成为可能。
两楼：魁星阁和钟鼓楼。挖掘提炼魁星阁的文化影响

力，扩大其状元文化传承力，完善附属设施建设，使之成为

古城内古文化与现代尊师重教传统相结合的景观建筑。钟

鼓楼是瑷珲古城的最高建筑，是瑷珲城守土固边的标志，

在原址复建钟鼓楼可以与魁星阁相互烘托，成为瑷珲古城

“古元素”的重要支点。
多园：海关文化园、满族文化园、文化教育产业园、森

林公园、农业观光休闲园、佛教文化园等等。依托瑷珲海关

遗址建设海关文化园，使之成为中国海关北方最大的文化

展示、教育、培训、旅游休闲基地，同时也改善提升爱辉镇

的办公和旅游接待条件；依托比较集中的百年满族老宅，

建设满族文化园，发挥清始祖发祥地的文化传承力，展示

北方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与教育部门、知青馆合作建设

文化教育产业园，建设特色学校、文化岛、知青创业基地、
会议论坛中心等，使之成为爱辉镇新的产业支撑点、经济

增长极；完善森林公园的休闲功能，建设农业观光休闲园，

满足市民的休闲需求；依托金法寺建设佛教文化园，满足

游客需求。通过“多园”建设，将爱辉镇旅游逐步从接受爱

国主义教育向古城休闲体验上转移，带动餐饮、住宿、旅游

商品加工等相关服务产业的发展。
群馆：在瑷珲陈列馆、知青馆的基础上，建设海关博物

馆、军史馆、条约馆、民间文物馆落、瑷珲—滕冲人口馆，使

爱辉镇成为馆群，增加看点。
搞好一系列节庆活动：举办好瑷珲上元节、开江节、古

城节、知青文化周、樟子松文化论坛等节庆活动。以清代内

阁中书杨锡恒《艾河元夕竹枝词》为依据，恢复瑷珲上元节

的盛况，挖掘“立灯官”、“滚冰”、“卖病”、“抹花迷子”等传

统文化娱乐项目，吸引黑河市民及周边游客参与；借助爱

辉“十里长江”开江的壮观场面，结合黑河优美的生态环

境，每年提炼一个主题，举办黑龙江开江节，吸引中远途游

客及摄影、书法、绘画名家参与。总结成功举办首届知青文

化周的经验，把知青文化周作为知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丰富内容，定期举办好。用节庆活动提高知名度，聚集

人气。
形成一种特色旅游格局：通过文化产业和旅游产品的

开发，将瑷珲打造成“观江、博馆、游古城”的特色旅游格局。
四、推进工作的几项措施

（一）坚持政府搭台，营造良好的旅游发展环境。政府

应从健全组织协调机构，规划、宣传、营造文化氛围入手，

为古城建设搭建平台，树立导向，取得社会各界关注。一是

健全管理机构和政策保障措施。成立黑河市瑗珲古城风景

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保证对景区景点进行统筹规划综合协

调管理，对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合理保护开发利

用。出台针对瑷珲古城开发的优惠政策，在土地出让金返

还、建设税费减免、税收分成、土地储备等方面给予扶持，

以此推动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工作。二是高起点规划。爱

辉镇三个总体规划虽已完成，但还没有控制性详细规划和

修建性详细规划，有的规划也缺少高端思想的探研，因此

要集思广益抓紧完善，确保实施后不留遗（下转第 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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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不多的古建筑在小城镇改造中相继被拆毁，《规划》无法

推进。2009 年，国家文物局颁布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

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定

细则（试行）》（以下简称《细则》）。建设瑷珲新城遗址公园，

既符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

工作方针，也符合我市利用和放大现有的文化基础和优

势，把特色优势延伸为城市发展的城市文化定位，在对大

遗址保护的同时,又改善了遗址所在地的生态环境、美化了

城乡面貌、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最终实现文物

保护与利用的和谐共赢。
（一）遗址硬件条件完全符合要求。按照《细则》有关考

古遗址公园的资源条件要求，瑷珲新城遗址在遗址价值、
公园规模与内涵、区位条件、基础条件、环境条件等五个评

定细节中，均符合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要求。按照《办

法》第五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申请条件，瑷珲新城遗

址完全具备申请立项要求，仅部分工作尚需进一步完善。
（二）遗址公园大纲编制初具雏形。2002 年编制完成的

《瑷珲新城遗址保护利用总体规划》，经省文化厅、文物局

批准上报至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在给予充分肯定的同

时提出几点修改意见，主要是保护面积过大、保护措施尚

需完善。按照国家文物局的意见修改之后的《规划》虽然没

有再次申报，但成为《爱辉镇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瑷珲

古城商业街修建性专项规划》、《瑷珲古城旅游总体规划》、
《爱辉镇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和《爱辉镇小城镇建设总

体规划》的母本，也为瑷珲新城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的编制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可以更好的展示历史，教

化大众。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将向世人客观的展示古城的

历史，对爱国主义教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瑷珲新城

遗址进行考古工作之后，可将遗址重要建筑发掘现场原景

保留，形成遗址与现有建筑并存，相互依托的关系。诸遗址

与现存的魁星楼、海关以及古树名木交相辉映，提升瑷珲

新城遗址的参观与科教价值，将整个瑷珲新城遗址变成一

座天然的历史博物馆，使得群众在进入瑷珲新城遗址的同

时就可以参观到历史遗迹，从而将现有的仅仅依托于爱辉

历史陈列馆展陈历史的局面进行彻底的改观。
（四） 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可以带动旅游等诸多产

业的发展。瑷珲新城遗址公园的建设必将成为黑河市旅游

产业的一个新的增长点，随着考古公园的建设，也将带动

瑷珲新城遗址公园内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商业街的复

原，可以按照当年史料记载和中国古代建筑相关规则修建

仿古式建筑一条街，店铺内可贩售黑河特色的工艺品及特

产，开设具有民族风情的饭店、旅社。经营范围可以涉及桦

树皮制品、玛瑙制品、山珍特产、少数民族特色物件、满族

特色餐饮等多个方面，将购物与旅游有机结合。在复建仿

古街部分街区还可以修建部分景观，或者在街区内设立民

族服饰租赁拍照、清朝（满族）习俗体验、坐轿游览等多种

旅游经营模式。
综上所述，集中、统一规划、开发瑷珲新城遗址，推动

瑷珲城址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既有利于加强文物保护，又

有利于开发黑河市旅游资源，更有利于打造城市历史名

牌，提升城市品位。同时也避免了瑷珲森林公园、知青文化

产业园区、海关遗址、小城镇建设等诸多行业、部门各自为

政、混乱发展的现状。葺

（上接第 4 页）憾。三是大力宣传推介。通过建立瑷珲古城

网站、主流新闻媒体推介、公路广告、征集宣传用语和古城

logo 等方式，全方位宣传瑷珲古城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
景区景点、特色资源、招商引资等情况，让外界更多的人了

解瑷珲、向往瑷珲，逐步提高瑷珲古城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要与周边的黑河、五大连池、俄布市、漠河等旅游地相衔

接，在开发思路共享、资源优势互补、线路共推、客源互送、
政策互惠基础上，做大做强做精瑷珲的旅游市场。四是提

升发展形象。通过组织和开展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节庆及

文体活动，在导览图、指路标牌、商店牌匾、栅栏等“城市家

具”和公共设施上进行合理的文化包装，体现古城文化元

素，展现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古气”。要按照风景区的要

求，对镇内环境卫生、垃圾污水处理设施、电缆电线等有碍

观瞻的进行规范整治，达到干干净净迎远客的目标。五是

保护生态和古迹。对界江、岛屿、湿地、草原、森林等自然资

源进行重点保护，杜绝污染类项目的建设，让优美的生态

环境与百年古城相互映衬，凸显北方古城的大美特色；按

照“修旧如旧”的原则，保持原有文物古迹的建筑形式、结
构、历史风貌，从而创造相应的历史文化意境。

（二）积极向上争取，搞好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利用国

家对旅游名镇、百镇建设、新农村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等方

面的优惠政策，借助爱辉镇已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特色景观名镇、国家级生态乡镇和绿色低碳小城镇的有利

契机，积极向上争取支持，加快道路、“三供二治”、垃圾处

理场、污水处理厂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招商引资提供条件。
对废弃地、废弃建筑物进行综合利用，合理开发。加大土地

储备力度，为项目建设提供条件。
（三）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大力集聚人气和财气。按照

政府引导、企业参与、专业团队管理的思路，用市场运作方

式，加快餐饮、住宿、休闲娱乐等服务设施建设。凡是非公

益性项目，都尽量按照规划让企业或民间资本进行投资建

设，谁投资谁受益，政府得税费。如用 BOT 方式运作基础设

施项目；让文化公司运作节庆活动等等。葺

□编 辑 ／ 王 涛

□编 辑 ／ 王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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