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护文化遗产的例子有哪些 保护文化遗
产建议书(优质8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
朋友。

保护文化遗产的例子有哪些篇一

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保护长城，做到以下几点：

1、从我做起，做一个文明的游客。

2、号召少先队来阻止那些在长城乱扔垃圾的人。

3、成立保护长城的宣传队，在旅游点等地方进行宣传，提醒
人们要保护长城。

4、提醒公民不在长城设点收费，让长城变得更美丽。

5、对破坏长城的人进行诉责。

6、向有关部门呼吁，利用电视、广播向全国宣传，让每人心
中有“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的观念。

7、添加保护长城的标语牌。

8、不携带危险物品，不扔烟头。

9、在长城内见到垃圾应随手捡起。



10、不在长城上面往下扔垃圾，保护长城周围的环境。

11、不应在长城上乱涂乱画。

12、不要在长城上大声吵闹，破坏了别的游人的好心情。

保护长城，保护文物，保护古人给我们留下的美好财富，这
既是守法行为，更是爱国的.表现，愿我们从小树立保护长城
等文物的意识，做一个守法爱国的好公民，愿我国的“世界
遗产”永远放光。

建议人

年月日

保护文化遗产的例子有哪些篇二

我国有许多的文化遗产，如长城。故宫。兵马俑……;也有许
多自然遗产：九寨沟风景区。黄龙风景名胜区……;还有自然
文化遗产：峨眉山―乐山大佛。泰山风景名胜区……。这些
地方都是我们人的自豪与骄傲，也是中华民族和古代劳动人
民智慧的体现，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辉煌奇迹。

我们从上了解到了很多名胜古迹都遭到了破坏，就像生了病
一样，身上千疮百孔，很多美丽的`风光景区都失去了往日的
美丽容颜，到处可见垃圾和“某某某到此一游”这样的“留
言”。我们作为一名小学生，看到这样的情景心里很难过很
焦急，我们想借呼吁大家，呼吁所有的小学生，呼吁所有的
人行动起来，保护好的名胜古迹，保护好我们的祖先留给我
们的这些绝无仅有的文化遗产。以免我们的下一代只能从图
片上看这些珍贵的文化景观。让我们携起手来，从爱护景点
的一砖一石。一草一木做起，为环境保护事业捧上一份爱心，
献出一片真情!



作为一个人，我们要保护好自己家园的名胜古迹，让我们行
动起来吧!

倡议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保护文化遗产的例子有哪些篇三

亲爱的朋友们：

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保护长城，做到以下几点：

1、从我做起，做一个文明的游客。

2、号召少先队来阻止那些在长城乱扔垃圾的人。

3、成立保护长城的宣传队，在旅游点等地方进行宣传，提醒
人们要保护长城。

4、提醒公民不在长城设点收费，让长城变得更美丽。

5、对破坏长城的人进行诉责。

6、向有关部门呼吁，利用电视、广播向全国宣传，让每人心
中有“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的观念。

7、添加保护长城的标语牌。

8、不携带危险物品，不扔烟头。

9、在长城内见到垃圾应随手捡起。

10、不在长城上面往下扔垃圾，保护长城周围的环境。



11、不应在长城上乱涂乱画。

12、不要在长城上大声吵闹，破坏了别的游人的好心情。

保护长城，保护文物，保护古人给我们留下的美好财富，这
既是守法行为，更是爱国的`表现，愿我们从小树立保护长城
等文物的意识，做一个守法爱国的好公民，愿我国的“世界
遗产”永远放光。

建议人：

日期

保护文化遗产的例子有哪些篇四

敬爱的同学们：

长江、黄河用博大的胸怀孕育、滋养了五千年的华夏文明。
古往今来面对母亲河壮丽的景色、悠久的历史，多少人写下
不朽的篇章，发出了由衷的歌唱。就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
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等，把黄河描绘的绘声绘色，可是如
今，长江、黄河却受到严重的生态污染，为了保护母亲河，
我提出以下倡议：

1.要积极参加在黄河附近植树造林的活动，好使黄河边的泥
土不流失。

2.不乱砍滥伐树木，保护生态环境。

3.我们要提高保护母亲河的意识。

4.禁止在黄河中乱铺乱捞。

5.号召大家共同保护长江、黄河。



6.要保护水源，严禁将具有污染水排入江河。

7.禁止无节制的开恳放牧。

8.做环保的`小卫士，积极参加环抱的公益活动，调查环保问
题，宣传环保知识。

同学们，为了我们的母亲河能够永远的源远流长，让我们行
动起来，让母亲能够健健康康的把!

倡议人：黄香

保护文化遗产的例子有哪些篇五

每年的6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六，是第xx个“中国文化遗产日”，
今年的活动主题是：文化遗产和文化繁荣。文化遗产是世界
文明的源泉，是人类智慧的宝藏，是民族精神的财富，是沟
通古今的桥梁。文化遗产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是一个地
区文化发展的足迹，是我们弥足珍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保
护文化遗产是我们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和义务。

正蓝旗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是蒙元文化的发祥地，也
是大元王朝的龙兴之地。近年来，旗委、政府高度重视文化
遗产事业的发展，认真组织开展了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
旗、苏木镇、嘎查村三级文物保护网络逐步建立，旗公安局
文物保护大队、元上都遗址派出所、旗文物局“马背文物保
护队”等机构相继成立，《元上都遗址保护总体规划》、
《管理规划》、《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规、规章相继出台，
文物安全防范系统逐步完善并与旗公安局110指挥中心实现联
网。特别是xx年以来，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和全区各级
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协同配合下，元上都遗
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元上都遗址成
为今年我国唯一一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项目。6月24日—7
月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第36届世



界遗产大会，对包括元上都遗址在内的世界遗产提名项目进
行投票表决。

在中国文化遗产日及第36届世界遗产大会来临之际，我们向
全旗8.3万各族干部群众发出建议：

一、全旗各部门和广大文物工作者，要本着对历史、人民以
及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元上都遗址保
护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我旗实际和部门职能，共
同做好文化遗产保护相关工作，促进地方经济建设与文化遗
产保护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长期的，需要全民共同参与的系统
工程。全旗各族干部群众要切实增强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充分调
动全社会的积极性，逐步形成人人关注、人人参与文化遗产
保护的良好社会风气。

三、要把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爱国主义教育、旅游开发和
城乡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文化遗产咨政育人、传承
文明、普及知识、丰富生活的作用，进一步增强各族人民群
众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四、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通过开设专题、专栏等方式，
普及文化遗产保护知识，大力宣传先进典型，及时曝光破坏
文化遗产的违法行为，增进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遗产的认知，
在全旗范围内掀起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潮，为促进和谐社会建
设提供强大的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五、广大人民群众要自觉提高对文化遗产的正确认识和保护
意识，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节约资源，减少污染，
植绿护绿，保护生态，为保护文化遗产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同时，自觉保护身边一梁一柱，一碑一刻，一砖一石等每一



处文化遗存和文物，呼吁更多的志愿者参与到保护文化遗产
的全民运动中来，为我旗文物部门更高效地保护文化遗产提
供必要的线索和帮助。

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努力将历史赋
予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真实、完整地保护传承下去，使之真
正成为凝聚人心、激发干劲、促进发展的力量源泉，推动全
旗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协调、可持续发展！

保护文化遗产的例子有哪些篇六

朋友们：

我们有幸，还能领略万里长城的蜿蜒巍峨、横亘东西，还能
驻足莫高窟飞天的衣裙飘曳、华美艳丽，还能仰视南禅古寺
的歇山斗拱、瓦顶铜铃。我们有殇，岁月无情，万里长城已
不见昔日辉煌，而且正一段段地湮灭，风蚀雨侵正在撕裂壁
画的古韵风华，功利短视已经让很多古建筑在推土机下轰然
倒塌，还有大量的文保单位大门紧闭，处在“映阶碧草自春
色”的窘境。我们有责，绝不能让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文明根
脉在我们手中断裂，绝不能让中华民族的金色名片在我们手
中失去荣光！我们有责任让更多的文物完整真实地传之于后
世！文物保护，人人有责！

我们是51个以保护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为宗旨、自愿发起成立
的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团队。首次聚会北京，共同探讨社会组
织广泛参与文物保护的有效途径。在此，我们向全国的文物
保护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团队发出以下倡议：

一、积极参与文物保护的宣传与普及。深入了解当地文化遗
产保存状况，拓宽传播渠道，宣传普及文物保护法，提高民
众的文物保护意识；联络吸引文人乡贤、退休干部教师参与
研究和挖掘社区文物的历史文化内涵，通过撰写文物保护单
位解说词等方式，讲好文物故事，阐释家乡历史。



二、积极参与文物保护的监督与管理。培训、组织志愿者参
与社区文物保护单位的日常巡察，通过手机拍照和微信、邮
件等方式及时向文物管理部门报告文物保护状况，推动形成
全社会齐抓共管的监督管理体系，缓解基层文保力量薄弱的
压力；及时向文物部门、政府、媒体反映损坏、损毁、偷盗
文物的违法违规行为，坚持原则、坚守底线，切实履行社会
组织协助政府保护文物的职责。

三、积极参与文物的保护与修复。围绕社区文物保护的急需，
结合社区群众的普遍关切，依据文物保护法，在文物部门指
导下，重点选择低级别文物进行保护与修复；开展劝募工作，
善于包装项目，开展区域内的募捐，号召文物保护爱好者和
有识之士慷慨解囊，为地方文物保护工作提供资金支持；吸
引、组织各方面专业人才参与文物修复的设计工作，集众智、
聚众力，提升文物保护与修复的社会化水平。

四、积极参与文物的活化与利用。促进文物保护单位多种形
式、更大比例的对外开放，促进私人产权文保单位的预约开
放，促进志愿讲解员队伍在社区文保系统开放中发挥应有作
用；收集群众意见，为文物保护单位和博物馆的展陈策划提
出建议，设置适合公众参与的互动体验项目，提升观展体验；
参与不可移动文物利用方案的遴选，在保护文物的前提下使
文物的价值得以彰显。

五、积极参与文物保护的制度设计。引导公众参与相关法律
法规制定、保护规划的编制以及重大事项的决策，利用公示
听证和论证等环节表达公众意见，确保公众在文物保护中的
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在保护单位评定、保护工程管理、
馆藏文物保护修复、民间收藏文物处置等有关规定、规范制
定修改过程中，收集和反映社会各界的意见，提出有针对性、
可操作的建议，辅助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的决策。

更好履行保护文物的职责，需要文物保护社会组织自我规范、
自我提升。我们要依法设立，成为权责明确、运转协调、监



督有效的社会组织；我们要坚持公益，始终以文物保护为宗
旨，提升社会组织的信誉度；我们要不断完善，既要有一腔
热情，也要有专业素质；我们要增强实力，激发活力，吸引
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文物保护事业；我们要广泛联系有志于
文物保护的个人和组织，以更开放的姿态扩大社会组织和志
愿者的队伍。

虽然文物保护的道路充满曲折和艰难，虽然这个舞台无人喝
彩，但我们心存敬畏、执意坚守、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让
我们携起手来，延续历史传统、弘扬民族文化，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倡议人：

日期：

保护文化遗产的例子有哪些篇七

"散落在内蒙古的野长城大部分仍然保留着残迹故垒且地处偏
僻，长城是特殊的文物，它面临的问题很多，不像一些文物
能够收藏起来，也不像其他的古建筑一样可以封起来，仅靠
政府的管理是不够的，我们虽然已经立法保护长城，今后还
需要社会广泛参与。"刘兆和局长表示。

近年来自治区经济建设步伐加快，一些地方政府认为"活人还
管不过来，哪顾得上管死人"，让文物保护为经济建设让路。
经济发展的速度也不等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部，长城承载着
太多的历史信息和太多的精神沉淀，它是传承民族文化的血
脉，这条血脉绝不能因经济建设而中断，我们绝不能以损毁
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为代价来求得经济发展，也绝不能以牺
牲后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取gdp的增长，既要保护我们的遗产
又要支持经济建设;既要不破坏文物，又要企业尽量减少损失，
才是我们共同应做的事情，有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保护我们
的遗产才会更加有保障。



刘兆和局长表示，最近一段时间自治区文物局向各地下发通
知，要求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动员长城沿线的
广大群众，充分发挥文物主管部门的行政职能，把自治区的
长城保护好。《条例》规定：文物主管部门负责长城整体保
护工作，协调解决长城保护中的重大问题，监督、检查长城
所在地的长城保护工作。近日自治区文物局将开展宣传攻势，
让《条例》深入到最基层，让每个公民都树立起保护长城的
意识。

保护遇"三难"

相对保护其它文物来说，古长城保护存在三大难处。

首先，古长城不同于其它的文物，只是一处古建筑或一个遗
址，它的分布面积很广，同时，部分长城建在山上，由于各
地文物部门普遍存在着经费少、人手少的问题，实际保护起
来非常难。其次，在过去，由于对长城保护宣传力度不够，
导致长城沿线群众保护意识淡漠，从而使部分古长城人为破
坏严重，且不可修葺，这些已被破坏的长城无法再现风采。
第三，自然破坏，来自于沙漠化和长城区域的生态问题，是
长城保护的另一大威胁。

有效保护措施

据介绍，目前长城区域主要为干旱荒漠区，许多古长城风化
非常严重。

目前保护长城的有效措施首先是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人们保
护长城的意识;其次，古长城有很大的开发价值，可以适当发
展旅游，开发与保护兼顾;同时，在长城区域建设绿化带，改
变长城区域恶劣的生态环境，从而更有效地保护古长城。

倡议人：



日期：xx年xx月xx日

保护文化遗产的例子有哪些篇八

文化遗产是人类灿烂文明、辉煌历史和非凡创造力的集中体
现与智慧结晶，是历史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永恒记忆，是
后人传承历史、继往开来的文化源泉，更是全人类共同的宝
贵精神财富。保护文化遗产是与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密
切相连、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

重庆市是一座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巴渝文化的发祥地，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达3000多年。她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文物古迹众多，文化遗存丰富，然而随着岁月风雨的侵蚀，
战乱无情的蹂躏和后世人为的毁坏，保留至今的文化遗产越
来越少，我们引以骄傲的文化根基正在逐渐消失，这使得我
们保护文化遗产的历史重任刻不容缓。

重庆市文化广播电视局主办行了20____年文化遗产宣传月系
列活动，提出了：文化遗产与美好生活的活动主题，旨在通
过活动的开展，提升广大市民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同时也提
高大家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从而达到更有效地保护、利
用和管理文化遗产的目的。作为重庆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的
代表，我们发出如下倡议：

一、提高我们自身对文化遗产的正确认识和保护意识，主动
加强对文化遗产的宣传，使得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到这些
具有伟大意义的事业中来。

二、文化遗产无价，保护遗产从我做起。文化遗产不可再生，
从今天开始，一梁一柱，一碑一刻，一砖一石，都是我们坚
守的阵地。我们呼吁更多的爱好者参与到保护文化遗产的全
民运动中来，为我市文物部门更高效地保护文化遗产提供必
要的线索和帮助。



三、积极宣传文物保护法，明确属于国家所有的文物，非法
买卖必将严惩。积极宣传坚持依法保护、科学保护的方针，
克服阻力、排除困难，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朋友
们，时不我与，让我们为了珍贵的文化遗产携起手来共同行
动起来吧，让我们为美好的生活携手行动起来吧!让我们时刻
牢记我们对祖先遗产的责任，让我们的努力变成后世子孙的
交代，让我们自己留住自己的根吧!

倡议人：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