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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如巨龙般蜿蜒前行，翻越千峰，时隐
时现。一侧铺排着良田万顷，农耕民族在此播
种五谷、蚕桑丝织；一侧延展着茫茫草原，游牧
民族逐水草而居、驯养牛羊。习惯不同，资源迥
异，他们在数千年的分野、碰撞中融合共进，成
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推动力
量。

长城，就是这段融合史诗最直接的见证者。

它曾目睹“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的
金戈铁马，也曾聆听“金鞭骄踏桃花马，共逐单于
入市场”的商队驼铃。越过隘口，草原上的牛羊、
马匹，与中原地区的布匹、茶叶实现交换。兵戎
相见千余年的农牧界限逐渐消遁，而长城沿线书
写的壮丽诗歌依然延续。

分布于15个省区市、总长度逾2.1万公里的
长城，约三分之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境内，涉及

战国、秦、汉、北魏、西夏、金、明等多个历史时
期。曾活跃在北方草原的匈奴、鲜卑、突厥、党
项、契丹、蒙古、女真等民族与汉民族在长城内外
广泛交流、融合，让中华文明繁荣壮大。

当前，这一道道古老长城正得到有效保护和
科学利用。而生活在内蒙古长城两侧的2400万
各族儿女奋发图强、安居乐业，把祖国北疆这道
风景线建设得更加亮丽。

殷玉珍与美国小伙的治沙故事——

多为地球种下一片绿

守望长城长 北疆正芳华

■这是在山西省与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处的黄河老牛湾拍摄的明长城遗址（2023年8月24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金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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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政水利救灾资金
8.48亿元下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