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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AC2010_c34_635290.htm 第五节 遗址的保护和规划 一

、遗址保护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极为重视圆明园这一重

要遗址的保护，周恩来总理曾明确提出一定要保护好圆明园

遗址，各级政府先后制订了一系列加强管理和保护的方案

。1960年圆明园遗址被列为海淀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6

年成立圆明园管理处，进行了绿化、清理古建遗址、寻找运

回流散文物、整理史料等工作。1979年，圆明园遗址被列为

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筹办开放了圆明园展览馆

。1980年，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及社会各界人士1500余人发

起《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书》。1983年，圆明

园被正式命名为“圆明园遗址公园”。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

，圆明园遗址公园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正式对

社会开放。 二、遗址规划 北京市政府和国家文物局先后正式

批复了《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规划原则是“整体保护、

科学整修、合理利用”。实施过程中应保持遗址范围、遗址

环境、遗址格局、遗址建筑、历史信息、历史环境的完整性

。必要的整修和恢复必须体现历史真实性，以保护遗址为前

提。 为体现历史兴衰特征和科学永续利用，将在三园内设遗

址凭吊活动区，三园外划分园史和文物展览区、休憩游乐区

、综合服务区、公园管理区。达到使它具有参观凭吊、教育

后人不忘国耻、热爱世界和平的教育功能.具有历史研究、科

学考察的功能.具有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功能和具有游览休憩的

四大功能的目的。 规划整治内容包括：将三园的建筑遗址全



部进行清理考证.恢复山形水系：据考证按各景区原有植物进

行种植.恢复三园的桥涵、路径、园墙及圆明园大宫门. 恢复

功能需要的少量古建筑.园外周边绿地的景观及环境设计与园

内协调一致。 圆明园遗址的保护整治工作列入了北京奥运行

动规划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06年遗址公园全面建成

，除建筑群外，将再现盛时圆明园的自然风貌。 三.、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 圆明园遗址是以遗址为主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的基地。回顾圆明园的辉煌，可以使我们体会到圆明园是我

国古代园林艺术集大成者，是中华儿女聪明才智和丰富创造

力的集中表现，它是民族的骄傲.但面对那一片片废墟遗址，

我们又无法忘记民族和国家近百年来所蒙受的耻辱。圆明园

遗址公园是一部爱国主义教科书，它对增强民族凝聚力、提

高爱国意识意义深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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