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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4日，“铭记历史——甲午海战
暨甲午沉舰水下考古展”在山东博物馆
开展。展览由国家文物局指导，国家文
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山东省文化和旅
游厅（山东省文物局）和辽宁省文化和
旅游厅（辽宁省文物局）主办，山东省
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山东博物馆联合
承办，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丹东市
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威海市博物
馆协办。

2014年以来，“致远”“经远”“定远”
“超勇”“扬威”“靖远”“来远”等7艘沉舰
遗址相继被发现，近4000件珍贵出水文
物探明了多艘沉舰遗址的保存情况，为
深化甲午海战历史研究，开展沉舰遗址
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

展览展出船体构件、武器弹药和生
活用品等 3类文物 330 余件（套），通过

“归去——北洋海军的兴衰”“来兮——
甲午沉舰的重现”“传承——水下遗产
的守护”3个部分，集中展示了甲午沉舰
水下考古成果和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成
果。展览首创“革命文物+水下考古”策
展思路，首次跨界联合全面展示甲午沉
舰水下考古文物和甲午战争史的研究
成果，充分发挥革命文物铸魂育人的时
代价值。

展览“归去——北洋海军的兴衰”
部分，以历史纵深视野回溯中国近代海
防建设，聚焦甲午海战，深入阐释甲午
战争历史，展现近代中国军民坚韧的民
族气节、深厚的家国情怀。“来兮——甲
午沉舰的重现”部分，系统展示十年甲
午沉舰系列水下考古与研究成果，以甲
午沉舰水下考古文物解读历史和甲午
英烈，剖析甲午战争历史镜鉴，告慰北
洋将士忠魂。“传承——水下遗产的守
护”部分，深入揭示尘封历史、解读中华
文明独特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标识，以北
方海域甲午沉舰水下考古为代表的中
国水下考古不断为国际社会提供水下
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方案。

展览采取横向不同独立历史主题、
纵向历史发展时空逻辑，展现近代海军
海防兴衰史和新时代人民海军向海图
强的时代风貌和鲜明特质。从甲午海战
历史史实和水下考古成果的跨界糅合
角度进行展示，以“望远镜”“放大镜”

“显微镜”观察方式及视角，在历史纵深
和时空对话中构建叙事高度的艺术表
达。以重参与、重过程、重体验作为博物
馆公共文化服务的教育理念，加强爱国
主义教育，展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
化自信和磅礴力量。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有关部署
要求，吉林省委宣传部日前召开中
东铁路 （吉林段） 保护利用专题工
作会议。

会议指出，要坚持保护第一、保
护优先，切实守护好中东铁路遗址的
历史风貌。对吉林省内中东铁路相关
资源进行系统调查，进一步掌握文物
的现状、产权等基本信息。将中东铁
路建筑群整体保护工作列入文化遗产
保护重点项目，统筹做好沿线文物本
体、周边等重点点位、重点区域的保
护，做到整体保护、系统保护、全面
保护。要建立宣传部门牵头，文旅、
住建、自然资源、工信、发改、财政
等部门和有关县市等共同参与的协调
机制，通过规划控制，确保文化遗产
保护依法进行。

会议 强 调 ， 要 加 强 系 统 性 研
究，深入挖掘蕴含其中的历史文化
价值。充分发挥省内社科机构、各
高校的研究优势，既深入挖掘阐释

中东铁路背后的文化内涵、历史脉
络，又对铁路建设的施工、技术、
建筑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做好深层
次解读。积极争取国家社科基金支
持，省社科基金也要在课题立项上
给予支持，引导更多专家学者积极
投身中东铁路历史问题研究中来。
要加强综合性开发，全面推动历史
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要把中东铁
路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纳入城市建
设、文旅开发、区域发展整体规
划。在塑造城市风貌中延续历史文
脉，促进历史文化遗产在融入现代
生活、百姓日常中，更好地得到保
护和传承。要坚持活态传承，促进
保护利用成果更好融入城乡肌体、
惠及广大群众。要促进文旅融合，
研究推出文化体验、特色研学等项
目，在体验互动中讲好历史文化故
事、城市发展故事、时代变迁故
事，赋能本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吉文）

本报讯 记者肖维波报道 日
前，由广东省教育厅主办、广东省博物
馆（广州鲁迅纪念馆）承办的第四届

“鞋盒里的博物馆——广东省中小学
设计作品征集活动”启动仪式暨“小鞋
盒 大世界——‘鞋盒里的博物馆’设
计作品展”在广东佛山举办。

征集活动深挖德、美、劳等教育元
素，鼓励学生发挥想象力和创造性，讲
好岭南故事。启动仪式后，学生们参观
了“鞋盒里的博物馆”设计作品展，粤

博教育员介绍了每件作品的创作背景
和理念。

据了解，“鞋盒里的博物馆”主题
活动自 2021年 6月启动，至今已连续
举办三届，共收到来自全省21个地市
580 多所学校的 5000 多件作品。这些
作品涵盖自然资源、建筑、非遗文化、
红色历史、民俗等方面，充分展现了学
生眼中多角度多风格的本土文化，成
为广东馆校合作的典范。

征集活动将持续至10月7日。

先后批复设立文物保护管理机构
56 个、核定行政事业编制 549 名，为
全市 694 处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和 3730 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
管理和开发利用“保驾护航”……近
年来，福建省龙岩市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贯彻落实福建
省委“加快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文物保护
利用工作格局”的工作要求，不断健
全完善文物保护利用机构职能体系，
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聚力推动全
市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优化职能体系 “保”有力度

结合 文 化 遗 产 资 源 点 多 面 广 、
管理难度大的特点，龙岩市在深入
调研摸底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文
物保护领域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
着力破解影响和制约文物保护利用
的体制机制障碍，构建协同高效职
能体系。

强化机构设置夯实基础。在组
建龙岩市文化和旅游局统筹推进全
市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的基础上，结
合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管理特点，进
一步调整优化文物保护相关事业单
位布局结构，夯实工作基础。如设
立龙岩古田红色资源保护与发展管
理中心和古田会议纪念馆 2 个正处
级文物管理相关机构，加强全市重
点区域文物管理并统筹推进周边红
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市本级及 7
个县 （市、区） 均设立文物保护中
心，承担文物保护具体工作。截至
目前，龙岩市共有文物保护管理机
构 56 个。

明晰职责权限赋能增效。在龙岩
市文化和旅游局加挂市文物局牌子，
作为全市文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市
县两级文旅部门均单独设立文物科，
负责全市文物保护工作，协调解决文
物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做好文物
行政执法和文物安全管理的监督指导
工作。同时，制定文物行政主管部门
权责清单并实行动态调整，厘清文物
保护相关部门职责权限，形成上下对
应、清晰规范、协同高效的文物保护
工作体系。

加强监督执法压实责任。结合
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统筹配置
执法职能和执法资源，在龙岩市文
化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增设文物执法
大队，负责市本级及新罗区行政区
域内文物市场的监管检查、违法案
件查处，并对各县 （市、区） 文物
市 场 执 法 领 域 进 行 业 务 指 导 和 监
督。同时，强化属地责任、主管责
任、共管责任，健全文物保护日常
管理协调配合机制，夯实文物安全
的红线、底线、生命线。

优化资源配置 “管”有强度

通过加大机构编制资源统筹保
障、加大专业人才引进、支持社会力
量参与等方式，增强文物保护力量，
提升文物保护质效。

强化人员编制保障，确保文物
“管得住”。结合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文
物资源富集程度和实际需要，进一步
充实相关事业单位人员编制，加强文物
保护工作力量。近年来，在编制总量不
变的前提下，龙岩市通过内部调剂、跨
部门调剂等方式，共核增市县两级文物

保护机构财政核拨事业编制 29名，文
物保护人员力量得到全面加强。截至目
前，全市文物保护机构核定行政事业编
制共计549名。

加强专业人才配备，确保文物
“管得好”。通过加强编制周转、实行
“专编专用”、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等方
式，充分用好市级高层次人才编制周
转池，为引进文物相关专业高层次人
才提供保障，着力解决文物保护专业
人才紧缺问题。明确新核增给文物保
护机构的事业编制，专门用于补充文
物保护相关专业人员；设置事业单
位、国有企业专门岗位用于招录优秀
革命文物讲解员，留住文物保护编外
优秀人才，着力打造“用得上、沉得
住、留得下”的高质量讲解员队伍。

发挥社会力量作用，确保文物
“管得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补充
绘图、修复、安全保卫、日常巡查、看
护等技术辅助、后勤服务工作力量；
积极培育文物保护组织、志愿者队
伍，营造全社会参与文物保护的良好
氛围。上杭县实施“文物保险+服务”
创新管护模式，开创政府、商业保
险、第三方专业科技公司共同参与的
文物保护新模式，获评国家文物局首
批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入围案例名单。

深化挖掘创新 “用”有效度

龙岩市各级文物管理机构严格遵
循“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
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
作要求，以文物和文化遗产为主脉，
深化文物价值挖掘和利用创新，积极
打造文旅、文化品牌，着力让文物保
护成果惠及人民群众。

加强修缮利用，让文物“活在当
下”。制定实施《龙岩市红色文化遗存
保护条例》 地方性法规，高标准编制
实施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福建段建设
保护规划》《龙岩市革命旧址保护利用
规划》，核定公布两批革命文物名录，
统筹推进文物修缮利用工作，加强文
物保护修复和展示传播，着力提升文
物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教育效果。
2017年至 2023年，全市共争取上级文
保专项资金6.26亿元，实施448个文物
修缮保护、展示利用、三防建设工
程，涉及各级文保单位340个点。

深入研究创作，让文物“走得更
远”。从红色文物资源中寻找素材，加
强红色精品创作，推出一系列闽西红
色题材的文艺精品，一批作品荣获精
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
奖等全国奖项。精心组织“红旗不倒
老区不老”龙岩市红色故事宣讲活
动，赴中央和国家机关、省直机关、
广州市直机关等专场宣讲，大力提升
闽西红色文化的影响力。

推进融合发展，让文物“惠及群
众”。打造古田红色游、永定土楼游、
长汀古城游、丹霞温泉游、休闲生态
游等5大文旅品牌精品线路，策划推出
特色鲜明的百里红色朝圣 （红色教育
培训） 之旅精品线路，形成以古田为
核心、覆盖县乡村的红色旅游产业集
群。持续打造古田会议丰碑、调查研
究模范、万里长征起点、中央红色交
通线等4大红色文化品牌，近5年共接
待游客近 5000万人次，有力推进文物
资源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让老百姓
共享文物资源“福利”。

（福建省龙岩市委编办）

福建龙岩：

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 护航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近日 ，第 七 届“ 中 国
（深圳）收藏文化月”系列活动在广
东省深圳市盐田区文化馆开幕。活
动由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指导，
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中国亚洲经
济发展协会、中共深圳市文创体育
类社会组织联合委员会、深圳市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支持，中国收藏家
协会主办，深圳市收藏协会主要承
办。主办方围绕古代钱币、民俗花钱
等，组织了一系列展览、讲座、座谈
会等活动，主会场展览时间持续至 8
月 18日。

活动包含主会场华夏古代钱币
精品展、“一带一路”国家贵金属货币

展、中国古代货币展之先秦货币等展
览，及第六届中国收藏组织创新发展
（深圳）座谈会等配套活动，以不同形
式吸引大众参与，充分挖掘和阐释古
钱币的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让更多
人了解和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永恒魅力。

中国（深圳）收藏文化月系列活
动于2019年被列入深圳“城市文化菜
单”，成为深圳的品牌文化活动之一。
前六届主会场展览涉及陶瓷、铜镜、
佛像、砚台、明清家具、体育类藏品、
庆祝香港回归书画作品等,共计 1600
余件（套）展品，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
响。 （深文）

第七届中国（深圳）收藏文化月
系列活动举办

本报讯 近日，由广东省博物馆
（广州鲁迅纪念馆）与成都博物馆合办
的“皮影里的中国”展览在广东省博物
馆展出。

展览围绕皮影戏“百地千戏”的
特点，设计“影迹寻踪”“影戏连台”

“影窗背后”“光影不息”4 个章节，汇
集来自全国 20个省（区、市）的人物、
花卉、背景等各种类型的皮影藏品，
展现中国皮影戏广泛分布、各具特
色又互有融合的艺术魅力。结合皮
影制作工具、传统乐器、剧本等实物
展品 ，带 领 观 众“ 解 密 ”皮 影 戏 后
台。配合广东省博物馆馆藏 12 件不
同题材的精品文物，如清康熙青花

“三顾茅庐”瓷板、清刘海戏金蟾摆
件、清寿星公与鹿鹤童木雕等，与同
类故事皮影相映成趣，丰富观展体
验。展 览 灵 活 运 用 音 频 、动 画 、视
频、循环投影等多媒体展陈手段打
造沉浸式体验空间，既有传统皮影
戏剧目选段点播，也有现代皮影动
画片，生动展示皮影艺术创新发展
的蓬勃活力。

为方便暑期亲子观众参观，该展
推出儿童版语音导览器，引导孩子们
观察皮影造型的细节、想象故事情节，
寓教于乐。此外，还有皮影制作体验、
博物馆之夜等活动。

展期将持续12月1日。 （粤博）

中东铁路（吉林段）保护利用
专题工作会议召开

“皮影里的中国”在粤博开展

第四届“鞋盒里的博物馆”
设计作品征集活动启动

铭 记 历 史 铸 魂 育 人
甲午海战暨甲午沉舰水下考古展在山东博物馆展出

（上接1版）
河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

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文化遗产
资源积淀深厚。继 21世纪初洛阳龙门
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实现河
南世界文化遗产零的突破之后，殷
墟、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相
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党的十八
大以来，大运河河南段、丝绸之路河
南段双双申遗成功。目前，河南有世
界文化遗产 5 项 （24 处遗产点）。“这
既是河南的荣誉，更是河南的责任。”
河南省文物局干部职工表示。

河南省文物局局长任伟说，河南
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世
界文化遗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一
方面加强对全省世界文化遗产的宏观
指导，协调遗产所在地政府进一步健
全遗产保护管理工作机制，加强保护
管理机构和队伍建设，切实增强保护
管理能力，更好地践行公约、履行承
诺，确保河南世界文化遗产的可持续
保护和利用；另一方面抓紧抓实有关
世界文化遗产的重点工作和重大工
程，大力支持龙门石窟建设区域性石
窟寺保护研究基地，推进殷墟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建设，实施登封“天地之
中”历史建筑群示范性保护维修工
程，打造以世界文化遗产点段为支撑
的隋唐大运河文化公园，强化丝绸之
路河南段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促

进交流互鉴的能力。同时，重视和加
强世界文化遗产预备项目的培育，厚
植河南申遗工作潜力，积极做好二里
头遗址、仰韶文化重要遗址、唐宋重
要瓷窑遗址、万里茶道河南段等项目
的申遗准备工作，推动河南世界文化
遗产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

目前，云南有世界遗产6项。云南
省高度重视世界遗产保护传承利用，
丽江古城为城镇类世界文化遗产保护
与发展提供可供参考范例，红河哈尼
梯田文化景观走出一条文化兴、生态
美、百姓富，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共赢的发展路子，普洱景迈
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成为全球首个茶文
化主题世界遗产。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文物
局） 一级巡视员杨德聪表示，云南将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切实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高质
量发展。一是要提高思想认识。坚持保
护优先，强化系统保护，建立健全保护
机制，加大保护投入，加强保护管理，
让珍贵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在新时代绽放
新的光彩。二是要提升保护水平。采用
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手段，对遗产进
行有效监测、评估和管理；运用数字化
技术、遥感监测等现代科技手段，对遗
产进行记录、保护和研究，进一步提升
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

水平。三是要注重传承创新。要深入挖
掘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内涵，通过创新方
式和手段，让古老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与
现代社会相融合，焕发出新的活力和魅
力。四是要推动合理利用。将文化和
自然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
合，与乡村振兴、旅游发展相融合，
促进文化和自然遗产资源的转化利
用，让文化和自然遗产成为推动经济
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丰富人民生活
的重要力量。五是要深化交流合作。
充分利用云南临边优势和建设面向南
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契机，发挥好东
南亚南亚考古研究与文物保护基地的
平台作用，促进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
观与意大利朗格罗埃洛和蒙菲拉托葡
萄园两个世界遗产地实现人员互访、
展览互换等交流合作。

甘肃是文物资源大省，拥有以敦煌
莫高窟、万里长城嘉峪关和丝绸之路等
具有突出价值的世界文化遗产。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文化和自然
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的重要指
示，是我们做好新时代世界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的‘纲’和‘魂’。”
甘肃省文物局干部职工表示。

甘肃省文物局局长程亮表示，甘
肃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全面对标
对表，用心用力落实，确保全省世界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始终沿着
正确方向前进。要以高度的珍爱之

情，按照世界遗产保护公约及其指南
要求，着力在科技保护、本体保护、
环境保护和集群保护上下功夫，进一
步加强世界文化遗产的整体性、系统
性保护，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
平，努力把敦煌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
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
高地。要以坚定的改革决心，聚焦文
物保护利用深化重大改革，推动建立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构，推
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持续健全人才选拔、培养、使用机
制，改革人才评价激励机制，传承弘
扬“莫高精神”，努力培养素质优良、
结构合理、锐意进取的文博人才队
伍。要以深厚的文化情怀，充分挖掘
敦煌、长城、石窟等世界文化遗产蕴
含的多重价值，坚持创新创造，推动
活化利用，让世界文化遗产不再“高
冷”，走上展馆、走进群众，在新时代
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实现新发
展。要以强烈的文明担当，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认真践行全球文明
倡议，广泛参与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
动，在文物保护、学术研究、人员培
训等领域深化对外交往合作，广泛开
展国际性展陈活动和文化交流对话，
实施好援外项目，促进丝绸之路沿线
国家文明互鉴、民心相通，续写保护
好、管理好、利用好世界文化遗产新
篇章。

本报记者 杨亚鹏

展厅一角

“致远”舰圆形水密舷窗“致远”舰11毫米加特林机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