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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文物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雁荡山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首批 5A
级旅游景区、首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山水
毓秀，风光旖旎，素称“海上名山、寰中绝
胜”，名列“三山五岳”，史称“东南第一
峰”。历代文人墨客在雁荡山留下 1万多首
山水诗词、5000 多篇散文游记、5000 多幅
书画作品、400 多处摩崖题刻、2处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1处国家首批历代名碑名刻文物、18处
宋代雁荡山十八古刹遗址。

宋代时雁荡山开发趋于兴盛，太平兴国
元年（976）开始至庆历二年（1042）享有盛名
的十八古刹相继建成，雁荡山水灵秀奇绝名
动京师，灵岩寺、能仁寺等先后得到朝廷赐
额。皇祐元年（1049）乐清县尉甑昂开发荡阴
山水，于是游径遍辟，山景毕开。南宋时由于
定都临安，温台驿路改从山中出入，“贵游辐
辏，梵刹增新”，能仁寺“日食游客千余人”，吕
夷简、赵抃、薛季宣、王十朋、木待问、楼钥、戴
复古、石景立等达官贵人、文人墨客时来畅
游、吟诗作画可谓称盛。

目前已知画有雁荡山图的就有北宋的赵
宗汉、周邠、袁采等，而兵部侍郎胡彦卿尝居
雁山东外谷并读书于灵峰岩石下。宋熙宁六
年（1073）六月，沈括奉命相度两浙路农田水
利、差役等事兼察访。熙宁七年（1074）四月察
访温台地区，并对雁荡山进行了考察。在《梦
溪笔谈·雁荡山》这篇短文中，说雁荡诸峰的
成因“当是谷中大水冲激，沙土尽去，惟岩石
岿然挺立耳”。这是世界地质学史上首次提出
流水侵蚀流纹岩山脉露出地表的理论，比英
国人郝登在《地球理论》中阐述流水侵蚀作用
早了七百多年。宋乾道九年（1173），理学宗师
朱熹曾来乐清，讲学东皋艺堂书院，“东游雁
荡，窥龙湫，登玉霄，以望蓬莱。”在灵岩捲图
峰留题“天开图画”四字，遂成雁山一奇观。现
灵峰北斗洞聚贤阁尚有朱熹题写的楹联一副

“忠孝传家宝，诗书处世长。”雁荡山以其丰富
的人文景观和奇特的自然景观，给文人墨客、
达官显宦、诗人画家以激情与灵感，触发了多
少文人的情思、泼洒下多少骚客的笔墨。唐释
唯一喜游山水，过雁荡而赞叹不已，作《雁荡
山》诗：“四海名山皆过目，就中此景难图录；
眼前逢个白头翁，自道一生看不足。”明万历
十年（1582）浙江巡按御史张文熙题“海上名
山”，万历庚戌（1610）以御史巡监两浙的张惟
任题“寰中绝胜”。明代曾任永嘉知县的学者
杨文骢称雁荡：“奇不足言，几乎怪矣；怪不足
言，几乎诞矣。”德国地质学博士毕士敦于
1938 年来游雁荡，撰文道：“雁荡风景，媲美
瑞士，天然有以过之，古今中外名人，尚无法
描写之叹，由此以观，世界山岳之奇，风景之
佳，莫过于此矣。”

人称雁荡山为山水诗山、佛道名山、书画
圣山、地质火山，问道雁荡山、洗心雁荡山成
为历代达官贵人、文人墨客的首选。从不同的
时段、不同视角观览解读雁荡山水，总可以发
现不一样的山景、经历不一样的感受、聆听不
一样的天籁、吸收不一样的气息。

5 月 17 日召开的全国旅游发展大会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和关于旅游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坚
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走独具特色的中国
旅游发展之路。如何用文旅融合思维，结合
当下语境，在做好保护的前提下，深度挖
掘、有效传承利用雁荡山文化遗产？

首先，要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
命，赓续历史文脉，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对于雁荡山而言，就是要加强雁荡山文化遗
产的活化利用，注重当下的生活视角，用当代
人能理解沟通的语言讲述雁荡山文化的故
事。雁荡山要让人慕名而来、流连忘返需要给
观众一个理由“因何来、因何留？”重点思考谋
划全域旅游背景下文旅融合的雁荡山水诗
源、书画宗山、佛教圣地的核心吸引力在哪
里？吸引观众了解、在意雁荡山文化的历史价
值、艺术价值、科研价值的同时，又能兼顾观
众更关注关心的点。注重场景风景、风情风貌
一体，重视空间、时间的全域化、全链条贯通。
打破游客以往的关注重点，如游客涌向大龙
湫瀑布，却忽视沿途的剪刀峰、雁茗苑、流纹
岩及沿线历代名家的诗画创作与摩崖题刻
等。策划推出雁荡山夜景、夜艺、夜市，让人们
有机会体验不一样的雁荡山。细分市场定主
题，精准分析旅游者的心理需求。精美精致精
彩的文化产品让人们对异域风情心向往之。
借助温州东亚文化之都平台，讲述好雁荡山
故事，传播好雁荡山声音。

其次，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积极
探索雁荡山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有效办法与
途径，可以尝试主题演艺项目、策划主题展
览、打造艺术主题村落等。立足旅游者参观
者仪式感、获得感、体验感、参与感，强化
产业化思维、专业化设计、市场化营销、国
际化视野。让雁荡山文化活起来、走进游客
的心灵，需要从源头上找根由，注重顶层设
计。以雁荡山导游词的编撰出版、雁荡山历
代名家书画作品、山水诗词与散文游记的挖
掘整理，加强雁荡山文化数据库、文化智库
与数字雁荡山文化建设，重点加强数字展
示、数字解说等专题应用，深挖雁荡山文化
内在价值，通过大数据、小故事，重构有温
度、有感觉的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模式。

注重经典文化品牌线路与特色主题线路的整
合打造，注重主题差异、品牌错位、精准定
位，尤其要明了雁荡山景区文化的历史及蕴
含的文化故事，有说头、有看头、能回味、能回
头。推出雁荡山必游的几条线路、必看的几大
景点（或项目）、必品的几大美食、必购的几大
伴手礼、必看的几大体验项目，也可以策划开
展雁荡山走进全国各大美院、全国美院雁荡
山写生创作高峰论坛、雁荡山画派国际学术
研讨会等，适时推出雁荡山历代名家书画艺
术藏品寻根活动，深化雁荡山研学教育，让
雁荡山文化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

再次，要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利
用科技创新让寻常百姓、旅游者们进一步感
受雁荡山的文化。在系统挖掘、研究梳理雁荡
山文化的基础上，让历史文献中、摩崖石刻中
的雁荡山文化焕发出时代活力，走进日常生
活。历代遗存的文化遗产丰富多样，尽管有文
献资料的记载描述，因缺乏具象，无法即时转
化为可视可感的文旅体验产品。要借助人工
智能、AR/VR等数字科技手段，再现雁荡
山文化的前世今生，让文化遗产开口，让旅游
者体味遗存本身的艺术价值，感知不同历史
时期的艺术场景、生活方式。借助雁荡山读书
会的形式，举办雁荡山主题文化座谈、导游
业务培训，用通俗的语言讲述雁荡山文化的
故事，如大龙湫景区可介绍汤显祖与采茶
女、江弢叔与大龙湫、黄公望与龙湫晏坐图
等故事，灵岩景区可讲黄宾虹与动感山水、潘
天寿与小龙湫一角、莫言“名胜多欺客，此山
亲游人”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等故事。从原来
旅游景区“以物为主”的思维方式转向“以人
为主”的视角，完善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
投资运营机制和可视化、数字化、体验化的雁
荡山文化产品
体系。

以文旅深度融合推进
雁荡山文化遗产活化利用

胡念望

安徽博物院 （安徽省文物鉴定站） 负责全
省出境文物和文物艺术品拍卖标的的鉴定审核
和馆藏文物、涉案文物以及其他文物的鉴定工
作，为国家文物局指定的文物进出境审核和涉
案文物鉴定评估机构。文物鉴定部承担文物鉴
定审核相关业务。

文物鉴定部现有工作人员8人，有3人通过1
项或多项文物进出境责任鉴定人员考核，涉案
鉴定专家库备案专职人员5人，兼职人员49人。

文物鉴定部紧紧围绕文物鉴定审核中心工
作，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服务全省文物事业发
展大局；以严格把关、守好国门为宗旨，积极
开展文物进出境审核和涉案文物鉴定工作，在
协助配合海关和公安等部门查获疑似文物、打
击文物犯罪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避免文
物流失、维护国家文物安全贡献了重要力量。

把好文物国门，当好国门卫士

文物鉴定部文物进出境责任鉴定人员始终
担好坚守文物国门卫士初心，牢记保护历史文
化遗产使命，严格依法依规开展文物进出境审
核各项服务，严防文物流失，也为繁荣文化交
流、促进文明互鉴作出了积极贡献。多年来，
承担着把好文物国门的重大责任，认真履行文
物进出境审核职责，凭借着一片丹心、双双慧
眼，使大量珍贵文物免遭非法流失，筑起了一
道有效遏制文物非法进出境的严密防线，用实
际行动践行着“国门卫士”的光荣。

2022 年以来，文物鉴定部平均每年办理
公、检、法、海关等办案机关委托案件近百
起，鉴定涉案文物逾万件。2023年，协助合肥
海关、庐州海关办理多起查获疑似文物鉴定工
作，审核鉴定海关查获的疑似文物 5966件，避
免了冯建吴《峨眉雷洞坪图》《峨眉道上有此景
图》等珍贵书画，及明代青花花鸟纹盖罐、清代
奚岗款海水纹随形端砚、仪周鉴赏款长方白石砚
等珍贵文物流出国门。

下一步，文物鉴定部将根据安徽省文化旅游
厅与合肥海关、安徽博物院与庐州海关合作备忘
录及合作协议，不断完善工作内容和业务工作相
关的制度和标准，优化工作流程，筑牢文物保

护底线。

深化馆藏文物鉴定服务内容

文物鉴定部紧紧围绕鉴定审核工作推进学
习实践，通过馆藏鉴定不断挖掘阐释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和安徽悠久历史，持续助力全省博物
馆事业发展与文物保护工作，并针对藏品保
藏、资料收集和征集方向等问题向县市博物馆
提供建议，不断深化馆藏文物鉴定服务内容。
近三年开展馆藏鉴定20余次，鉴定文物约4500
件套。2023年 （截至 10月底），开展了阜阳市
博物馆、亳州市博物馆、马鞍山市博物馆、休
宁县状元博物馆、安徽徽州历史博物馆、巢湖
市博物馆等6家博物馆馆藏文物鉴定。

在馆藏文物鉴定工作中，积极协助馆方完
善藏品档案，就文物保管、保护及文物相关资
料搜集进行指导，为展陈和保护提供多重建
议。馆藏文物鉴定为安徽文物事业发展筑牢了
坚实基础，也极大拓宽了专业人员的研究视
野，为全省文博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汇聚力量。
文物鉴定部人员高度认知新时代馆藏文物鉴定工
作重要意义，结合馆藏革命文物鉴定开展四史教
育和党性教育等主题活动。通过一件件鲜活的物
证，深刻认识党带领人民一路奋斗的艰辛历程和
党的初心宗旨，使部门专业人员接受了深刻的革
命精神洗礼，进一步激发了干事创业的热情，更
有力促进了全省革命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

打击文物犯罪，保护中华文化遗产

近年来，涉案文物鉴定评估委托数量持续
猛增。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打击和防
范文物犯罪将是长期任务，也是当前紧迫工作。

2022年，受理涉案文物鉴定委托57起，鉴
定可移动文物类 5924 件 （套），赴不可移动文
物类野外地点 46处 （座），协助河北省涉案文
物鉴定评估机构赴宣城开展野外鉴定1次。

2023 年 （截至 10月底），开展涉案文物鉴
定 31起，鉴定各类涉案文物 2466件 （套），赴
不可移动文物类野外地点22处。为打击文物犯
罪，切实保护国家文物安全提供长效支撑。文
物鉴定部将持续推动文物鉴定服务制度和评估

标准建设，强化文物鉴定评估机构职能，做好
涉案文物鉴定评估，继续同公安机关密切配
合，树牢底线思维，强化责任担当，严打严防
文物犯罪，为持续开展打击和防范文物犯罪提
供强力支持，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安全。

严格依法开展文物拍卖标的审核

根据《文物拍卖标的审核办法》，文物鉴定
部受省文物局委托，开展文物拍卖标的审核具
体工作。注意满足拍卖时效性要求，便捷办理
流程，为拍卖企业提供良好服务，推动文物艺
术品市场健康有序发展，营造良好流通环境提
供有效保障。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进
行认真把关，严把标的审核，规范拍卖市场。
有出土痕迹及意识形态相关问题的文物坚决撤
拍，助力企业遵纪守法。

2022年，办理 5家拍卖企业共 10批次文物
拍卖标的审核，审核标的 6888 件 （套），安徽
省文物局根据审核结果对其中68件（套）作出
撤拍决定。2023年（截至10月底），办理6家拍
卖企业共12场文物拍卖标的审核，审核拍卖标
的 6381件 （套），对其中 49件 （套） 作出撤拍
建议。在严把审核关的同时，优化审核服务流
程，积极为企业减负，推动文物艺术品市场健
康有序发展。此外，突出问题导向和目标导
向，就当前全国金属类文物拍卖情况，深入开
展调研，完成调研报告。

建立文物鉴定公益性咨询常态机制

全面落实《国家文物局关于开展常态化公
益性文物鉴定咨询服务的通知》要求，积极开
展公益性鉴定咨询服务，宣传文物保护相关法律
法规，满足公众文物收藏鉴赏需求。文物鉴定部
经常接受群众电话或上门咨询，为来电、来访市
民提供免费鉴定咨询服务。在公益鉴定服务中，
注重普及文物法律法规，积极引导群众树立正确
的收藏理念。2023年初，在泾县进行了“鉴宝江淮
行”公益鉴定活动。今年 5月 13日及“5·18”国际
博物馆日当天，文物鉴定部分别在淮北市博物馆
及本院老馆，进行了“鉴宝江淮行”公益鉴定活
动，8月在旌德县进行“鉴宝江淮行”公益鉴定

活动。至今,“鉴定江淮行”公益鉴定活动共鉴
定藏品951件套。

另开展常态化公益鉴定，鉴定器物 658 件
套。通过实际行动为群众普及收藏知识，提高
了民众文物保护意识，加强了民间收藏文物保
护传承，充分展示了博物馆的力量。通过这类
活动与经常性服务，向民众传播文物鉴定知
识，倡导理性收藏，更加有效地保护文物和文
化遗产。将继续推动文物鉴定公益性咨询常态
化服务，面向社会开展公益性文物鉴定、咨询
活动。

加强制度及人才保障，强化鉴定职能

文物鉴定部充分利用安徽博物院人才及资
源优势，通过多种形式构建强有力的制度及专
业人才保障。加强流程化、规范化管理，统
筹、合理安排涉案文物鉴定、馆藏文物鉴定、
文物拍卖标的审核、文物进出境审核等各项鉴
定任务。例如涉案文物鉴定，实行鉴定事项承
办人制度，接收涉案鉴定公文当日即确定具体
承办人，负责与办案机关联系沟通、确定时
间、联系专家、鉴定记录、出具公文等。

全程闭环管理，谁承办，谁负责，确保时效
性和保密性。引入科技检测支撑，创新鉴定技术
方法，加强跨学科、跨部门合作。在涉案文物鉴
定中，与文物修复与保护部门合作，选取无损方
式，用荧光光谱分析仪等设备，对便于检测的部

分器物进行了科技检测，以获取更准确的数据
和信息，有效支撑鉴定结论。

为打击文物犯罪，切实保护国家文物安全提
供长效支撑，及时充实涉案鉴定评估人员专家
库。根据《涉案文物鉴定评估管理办法》要求，
2022年、2023年，两次增补涉案鉴定评估人员专
家库，增补各门类专家9名，现有54名。与安徽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立合作机制，为全省涉案文
物鉴定特别是不可移动文物鉴定工作，构建了强
力专业保障。为提高人员专业技能，制定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并不断强化
与同行业务交流。2023年9月，推出《安徽博物
院文物鉴定人才培养方案》，从夯实基础、专业提
升、拓展领域、激励政策四个方面着手，着力打
造一支法律意识强烈、业务本领精湛的鉴定人才
队伍，为进一步完善多元化培养机制，构建合理
梯队提供了基本遵循。

2022年以来选派专业人才参加国家文物局责
任鉴定员考试、南昌陶瓷文物鉴定培训班、沈阳书
画文物鉴定培训班等5人次，组织本单位鉴定专家
开展文物鉴定知识讲座2场，为国家文物局在新疆
举办的“文物进出境审核培训班”授课1次。2023
年选派业务骨干参与全国各地举办的鉴定审核交流
活动、文物鉴定实训、一级品复核等8次。

老带新、传帮带，针对鉴定人才的实际情
况，结合具体工作，请有经验的老专家带领新
人，在实践中学习，助力新人成长。 （安文）

“傅连暲不惜捐献出个人全
部资产，把整个福音医院从长汀

‘挑’到瑞金叶坪，创立了中央红
色医院……”3月19日，在江西瑞
金市叶坪镇朱坊村中央红色医院
旧址前，一群群医生、护士、实习
生正在开展红色教育培训活动，
接受“红医”文化和“红医”精神教
育熏陶。

瑞金市朱坊村是人民共和国
红色卫生事业的发祥地，也是“红
医”文化和“红医”精神的发源地，
至今仍完好珍存着中央红色医
院、健康报社、红军卫生学校、中
革军委总卫生部四处革命旧址。
近年来，瑞金市依托这些珍贵的
革命旧址，大力发展“红色+康
养”项目，深入挖掘弘扬“红医”文
化和“红医”精神，创新融合建设
红色文旅康养小镇，实现革命旧
址保护利用与乡村振兴发展同频共振，其经验案例

“保护一片旧址 带旺一个村镇——瑞金市叶坪镇朱
坊村革命旧址赋能乡村振兴”入选第四届全国革命
文物保护利用十佳案例。据统计，2023年以来，前往
朱坊村开展旅游、研学、康养的游客和团队达 40多
万人次。

“红色遗址+活化利用”
——为红色文旅康养小镇“塑形”

建立革命旧址守护人制度，推进革命旧址保护
全域化、法治化、社会化，把革命旧址保护利用与
康养小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整合革命旧址维修和
红色名村建设项目资金 2000余万元，不仅使革命
旧址得到了全面整修，也使村镇环境得到美化净化
亮化。同时，深挖革命旧址红色内涵，活化旧址陈列
展示，创新游客红色体验，在村口打造了傅连暲广
场，栩栩如生的铜像雕塑，整体突出“跟着毛主席到
瑞金去”历史文化主题。丰富旧址陈列展览，打造旧
址原状陈列，通过红色景观小品、场景还原等方式，
配套建设了中央苏区中草药史料陈列馆、中医中草
药体验馆、村史馆、红色影院、红色书屋、红色长
廊、红歌小舞台等，将 4 处旧址串联成线，形成

“红色健康”主题游径，整合打造“红色康养小镇”，
擦亮“红色健康村”的红色名片。

“红医文化+创新传承”
——为红色文旅康养小镇“铸魂”

朱坊村是人民共和国红色卫生事业的发祥地。
1931年11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朱坊村上朱坊
宗祠设立总军医处（后改称总卫生部），这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我军历史上最早的最高卫生领导机关。
1932年，中央红军医院从兴国迁入朱坊村羊冈下。
1933 年初福建汀州福音医院迁至羊冈下并入中央
红色医院，成立中央红色总医院，傅连暲任院长。这
是中央苏区最大的医院，医治红军伤病员的同时，也
免费为群众治病。

“我们村家家都有人会讲红色故事，人人都是红
色文化的宣传员，红色基因在这里口口相授、代代相
传。”朱坊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朱村萍介绍说。
该村持续深入挖掘“红医”历史，发掘“红医”文化，讲

好“红医”故事，充分激
活革命文物的价值引领

力、道德滋养力和精神激励力。一是创新讲好“红医”
故事。着力挖掘“红色健康”的文化内涵，研发“红色
信仰”“走进健康村溯源健康梦”等现场教学课，创新
开展“六红”等主题教育活动，深化打造爱国主义和
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二是创新弘扬“红医”文化。充分
利用红色影院、红色书屋、红色长廊、红歌小舞台等
红色文化宣传教育平台，常态化播放红色电影、诵读
红色书籍、传唱红色歌曲、开展红色宣讲，为红色文
化传播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让红色文化浸润百姓
生活，赋能乡村组织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三是
创新传承“红医”精神。动员村民尤其是红军后代，加
入到红色基因传承志愿服务队中来，鼓励他们带头
讲好祖辈的故事，讲好家乡的历史。许多老党员、离
任村干部、烈士后代都已成为了志愿服务队中的骨
干。招募中小学生加入志愿服务队，周末和节假日在
旧址开展志愿讲解服务。同时邀请瑞金中央革命根
据地纪念馆的专业讲解员为志愿服务队开展培训，
不断提高志愿者们的讲解接待能力，让红色健康基
因融入乡风文明、组织建设、红色研学、产业发展等
各领域、全过程。

“红色驱动+融合发展”
——为红色文旅康养小镇“健体”

依托朱坊村革命旧址和红色文化资源，该市合
力打造了可同时容纳1200余人的红色研学基地，配
套完善了住宿、餐饮、教学、出行等多个板块内容，并
精心研发推出党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历史教
育、红色文化教育等多种类型上百门课程，为“红医”
研学培训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平台。

朱坊村土壤肥沃、资源丰富，尤其盛产各种中草
药。这是苏区时期选择在朱坊设立医疗卫生机构的
重要原因。该市围绕这一特色大力发展康养产业，成
立院士工作站，推广糖尿病功能稻和“中油杂19”高
产油菜稻，种植中草药1000余亩，开发树蛙部落、围
炉煮茶等休闲养生项目，建设苏区时期中医药文化
馆，让红色文旅康养小镇有了产业支撑。

红 色 亮 了 、村 庄 美 了 、名 气 响 了 、旅 游 旺
了……2023 年，朱坊村种植大棚蔬菜、中草药、油
桃、草莓等3000余亩，整合村闲置民房建设民宿240
余间，以“红医”研学为载体，将旅游观光和种植采摘
相结合，带动农产品销售、民宿餐饮等创收 5000多
万元，实现人均增收2.5万元。

“红色+康养”何以风生水起
——江西瑞金建设朱坊村红色文旅康养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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