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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重庆市酉阳县在第四次全
国文物普查中新发现一处南明弘光时期文物
点。文物点位于重庆市酉阳县涂市镇大杉村一
组一山腰台地上，为一处家族墓地。该墓葬坐
西向东，占地面积约8平方米，为石室双人合
葬墓。封土用序石围砌而成，呈椭圆形，长 3
米、宽 2 米、高 1 米。墓碑通宽 2.9 米，通高
2.15 米。墓帽石 （万山石） 中部为方形，宽
0.5米、高0.6米。碑文阴刻楷书：显考石国正
之墓；题记：弘光元年岁次乙酉仲月吉旦。墓
门已打开，墓门宽0.8米、高0.9米，墓室用细
錾条石围砌成左右两室，墓室呈长方形，进深
2.5米，墓室内有壁龛一龛，宽0.3米，高0.40
米；右墓室内残存人体大腿骨一块及棺椁木残
片三块，墓碑风化严重，存在侵蚀剥落现象，
字迹较模糊。

南明弘光政权建立于 1644 年，此时明都
城北京已经先后被李自成起义军和清军攻
陷，崇祯帝自缢于煤山。作为留都的南京兵
部尚书史可法、凤阳总督马士英在南京拥立
朱由崧称帝。该政权占据南方，多处未遭明
末兵连祸结，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
力，但因内部党争不断，互相倾轧，仅一年
就覆灭于清军之手。因该政权存在时间极
短，有明确纪年的存世文物极为罕见。自宋
朝末年至清雍正晚期 500 余年间，酉阳均被
当地土司政权控制，土司长据酉阳的重要手
段是在王朝变更的关键节点及时向中央王朝
国家臣服和归附，利用中央政府授予职衔，
以国家权力确认其对地方统治权力合法性。
此处文物点的发现对研究中央政府对西南区
域的统治史，以及西南区域地方史和民族史
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王兴旺）

本报讯 从酷暑到初秋，一支特殊
的工作团队一直活跃在陕西省铜川市
宜君县。他们日出而行，日落而归，翻
大秦山、越北洛河、钻树林丛、走村访
户，不辞劳苦地持续开展第四次全国文
物普查工作，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截
至目前，全县已复核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文物点 200 余处，还有多处重要新发
现、新类型文物点。

今年5月，铜川市和宜君县文物行政
部门分别抽调15名和3名文物专业工作人
员，再加上陕西省测绘局配备的4名专业
技术人员，组建成立了宜君县第四次全
国文物普查工作队（以下简称“普查队”）。
宜君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在县财政困
难的情况下，优先拨付专项资金，全力保
障普查工作。6月 24日，普查队分为 4个
小队在全县开展实地调查工作。

除了大雨天，普查队员们整日都要
奔波在外。一大早，根据尧生村民上报
的文物线索，第三小队前往苹果园勘
察。在这里，普查队员采集到汉代板瓦
及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泥质红陶、夹砂
红陶残片及磨制石铲残片，大家兴奋不
已。回到村民家中，眼尖的普查队队长
陈晓捷发现其院落外堆放大量筒瓦，个
别比较完整。进一步询问得知，筒瓦是
村民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建房时发现的。
经过普查队同事反复辨认、考证分析，
认为可能是唐代时期的遗存，当即作为
重大发现记录。动作麻利的普查队员现
场进行登记、采集、拍照、打点，采集
信息录入普查系统软件以备审核。该批
文物标本较为罕见，保存较为完整，在
征得屋主同意后，由普查队员带回暂存
至宜君县博物馆库房。

在车村村委会，普查队员与村干部
及村中老人进行寻访交流，摸清村内的
文物线索及文物状况。在向导的带领
下，实地到现场查看，仔细寻找搜索。
寻找过程中，队员们经常需要用手中的
棍子开路，带着设备横穿近两米高的玉
米地，攀爬陡峭的山坡，跨过草丛遮掩
的河沟。高温天气让队员们热汗涔涔，
长长的玉米叶一次次划伤裸露在外的皮

肤，在汗水的刺激下十分难受。但当终
于找到一通掩藏在野草里的碑刻时，兴
奋让他们的疲劳和艰辛一扫而空。

东奔西跑的信息采集工作结束后，
已经是傍晚时分。匆匆吃过晚饭，队员
们顾不上休息，清洗标本、登录普查软
件、绘制各类图纸，井然有序的内业工
作又开始了。明月高悬，鸣蛩声声，陪
伴着队员们一直忙碌到深夜。

陕西省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对一线普
查工作进展和队员们持续保持关注和关
心。7月末，陕西省普查专班组织专家前
来宜君县，先后到吉士堡村、石板川王
增禄夫妇墓、川子河石屋和榆舍遗址等
三普复查点和新发现文物点进行实地检
查，对实地信息采集质量、文物认定程
序等进行专业指导，认真查看“四普”
采集数据和采集标本，并就普查数据填
报、软件操作、测绘标准等提供了技术
指导，加强普查成果质量控制。铜川市
四普协调推进专班负责人、宜君县第四
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负责人也来到
一线看望慰问普查队员。

据陈晓捷介绍，这次文物普查队伍
中，既有经验丰富的老队员，也有“00后新
兵”，他们发扬传帮带精神，以老带新让队
员们在实践中积累经验，迅速成长。

董彩琪是全县22名普查队员中的7名
女队员之一。谈到文物普查工作的艰
辛，她只是笑道：“文物普查目的地在地
图上看起来近在咫尺，走山路一步一步
要耗费好几个小时。有时遇到险峰峭
壁，队员们就靠着手里的镰刀、锄头和
临时做成的登山杖，一路披荆斩棘，攀
爬而上。而诸如被植物割破手指，或者
鞋子走烂都是时有发生的事。”

普查队员焦伟博就是岗位见习期的
“新兵”，他自豪地说：“第四次全国文物
普查是重大国情国力调查，事关国之大
计。尽管普查条件艰辛，但我从未想过
退出，因为这次普查工作，是我‘站
岗’的第一站，困难能磨炼自己的意
志，对我的成长很有帮助。” （赵联强）

本报讯 2024年9月，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发
布《江西省文物主题游径建设专项规划》（以下简
称《规划》），明确江西文物主题游径建设的指导思
想、基本原则、建设目标和实施保障，全面提升文
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

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红色、绿色、古色
文化交相辉映，书院文化、陶瓷文化、革命文化、
农耕文化等璀璨争辉，丰厚的文物宝藏为文物主
题游径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规划》围绕“江西
风景独好”品牌体系，依托古色、红色、绿色 3种文
化，综合全省文物资源及保护利用现状、赣鄱文
化类型特征，推进考古探源、瓷行天下、万里茶
道、千年书院、建军大业、四个摇篮、热血长征、调
查研究、时代精神、最美古村、人杰地灵、寻禅问
道等 12大主题品牌。根据适旅化原则以及交通格

局匹配关系，细化建设遗址公园、青铜王国、千年
瓷都、白鹿开先、鹅湖思辨、血染丰碑、五次反“围
剿”、三年游击战争、赣派民居、客家围屋等 29 条
具体文物主题游径。

推出以不可移动文物为基础的游径，是新时
代、新征程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有益
探索，更是传播文物价值、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
往的重要路径。江西省高度重视文物主题游径建
设，省文物局与江西师范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
研究中心联合成立规划编制工作小组，深入文保
单位、文博场馆、历史文化街区等实地调研，实地
了解文物保护利用情况以及游径线路踩点工作，
遵循融合发展、价值优先、开放合作、协调推进原
则，综合历史发展脉络、重要事件人物、乡土文化
特色、物质文化特征等文明进程、历史场景及其匹

配关系，串联赣鄱历史文化符号，联点成线，形成
以赣鄱文化品牌为特征的游径设计。先后召开三
次文物部门座谈会、专家论证评审会，广泛听取有
关专家、相关职能部门意见和建议，经反复修改完
善形成终稿。

《规划》提出至 2025 年，试点建设 4 条省级文
物主题游径，其中 1—2条游径争取纳入国家文物
主题游径；至 2035年，打造 10条具有中国气派、江
西特色的江西文物主题游径。主要任务包括游径
主题凝练、价值阐释展示、文物资源释放、活化利
用创新、综合治理推进、公共设施完善、特色品牌
宣推等七大建设工程，并从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
任分工、加大资金投入、加大政策支持、加强人才
建设、加强考核督查等六个方面保障文物主题游
径建设顺利实施。 （赣文）

本报讯 记者杨逸尘报道 近日，由中
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联合主办
的首届“ICOMOS·中国·文化遗产大学论
坛”在清华大学举办。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
会理事长宋新潮出席并致辞。来自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等10余所国内高校及韩国、法
国等 7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和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代
表等120余人参会。

宋新潮在致辞中表示，本次论坛的举
办，是中国对 ICOMOS 事业的大力支持，
期待各方以此为平台推动《威尼斯宪章》
等国际文化遗产理念探讨，助力文化遗
产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ICOMOS 副主席莱奥纳多·卡斯崔奥
塔在致辞中代表 ICOMOS执委会对论坛表

示感谢。他期待这一平台能够进一步惠及
亚太地区更多国家，形成更广泛的影响力。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党委书记张悦表
示，在当今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学科兴起的
时代，应积极探索文化遗产未来发展的双
赢之路。

论坛以“文化遗产学科发展”为主
题，与会专家学者重点围绕国际古迹遗址
理事会与大学资源的联系互动、文化遗产
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文化遗产教育与实践
结合、文化遗产课程与青年人才培养等话
题作报告。

据悉，“ICOMOS 大学论坛”（Universi⁃
ty Forum）由 ICOMOS总部发起，旨在加强
ICOMOS、高校和文化机构之间的全球合
作。本次活动是该论坛首次在亚洲地区
举办。

本报讯 为充分发挥博物馆职能，探讨博物
馆在乡村、城市乃至国家层面所能发挥的作用，
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9月 20日，中国博物馆
协会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2024年学术研讨会“乡
村、城市和国家：中国博物馆的实践探索”在广
州召开，来自博物馆、高校等领域的近百名专家
学者参加。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刘曙光在视频讲话中
表示，博物馆语境下所谈论的“乡村”，是在乡
村振兴国家战略下的“乡村”，是面向城市、面
向当代、面向未来的一种“乡村”。在“乡村”

“城市”这两个维度之外，还要更加自觉主动地
想到“国家”，想到国家在对内文化建设、对外

文化传播中对博物馆提出的一些新要求，认清在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当中，博物馆应当承担起的社
会使命。

主旨报告环节，广东省博物馆代表通过“乡
村振兴培训学院”“乡村文创工坊”“粤港澳大湾
区（广东）文创联盟”等案例，探讨了文化创意
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
馆学系代表分享了“上海市博物馆在地贡献度研
究”的学术成果，阐述了博物馆赋能区域发展、
社区建设和美好生活的重要作用。江西省博物馆
代表介绍了通过实施“博物馆+”战略，推动展
览及社教活动进入广场、商圈、社区，使博物馆
成为教育课堂、旅游目的地和休闲空间的成功经

验。唐山博物馆代表汇报了在构建差异性、包容
性、多元性的社区友好博物馆方面的尝试。

交流发言中，8位专家围绕“博物馆助力乡
村振兴”“博物馆赋能城市更新”“博物馆建构国
家形象”三个会议主题，对博物馆在赋能社会发
展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探讨，并分享各
自实践成果与创新经验。

会议决定，专委会 2025年学术研讨会的主题
为“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推进博物馆高质量发展”。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博物馆协会指导，中国博
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主办，广东省博物
馆 （广州鲁迅纪念馆）、浙江省博物馆承办。

（子木）

本报讯 记者游敏报道 9月24日，由
国家文物局指导，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湖北省文物局）、中国文物报社、腾讯
SSV 数字文化实验室联合主办的“中小博
物馆数字助力繁星计划”（以下简称“繁星
计划”）湖北省启动会在武汉博物馆举行。
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国文物报社、武
汉市文化和旅游局等单位相关代表出席，
近 100 家湖北省内博物馆代表参加。来自
文博领域的 10 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数字文
博高质量发展等议题分享了经验看法。

2023年，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腾讯可
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联合中国文物报社共

同发起“繁星计划”，并纳入国家中小博物馆
提升计划。项目实施一年以来，共赋能 100
余家博物馆进行数字化升级，覆盖四川、山
东、甘肃、陕西、湖北等省份的60多个地区。

据介绍，“繁星计划”通过聚焦数字化
平台能力建设、内容建设、文创产品开发和
数据场景应用四个方向，拓展中小博物馆
创新发展与数字化传播方式，助力博物馆
数字建设与提升。通过本次活动，“繁星计
划”将全面启动湖北三年规划：提供“公
益+技术”资源扶持，助力不少于 150 家湖
北中小博物馆数字化建设，推进荆楚文化
数字成果共享。

本报讯 9月24日，由黑龙江省文化和
旅游厅主办，黑龙江省博物馆承办的 2024
年度黑龙江省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管理负
责人培训班在哈尔滨市开班。

会议强调，去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黑龙江考察时指出，要大力发展特色文
化旅游，为龙江文旅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
向。各地文物行政部门负责同志、博物馆
馆长要认清形势，坚持正确的历史观，以
正确的政治导向、准确的历史事实和科学
的结论教育人、引导人、激励人。各地文
物行政部门负责同志、博物馆馆长要借助
此次培训，重新检视博物馆管理的工作思

路和发展方向。
会议指出，此次培训旨在帮助参训学

员拓宽视野，了解行业的最新动态和发展
趋势，切实推动博物馆与科技深度融合，
发挥好博物馆在乡村全面振兴和城市发展
中的重要作用。博物馆作为窗口服务单
位，要提升服务意识，同时要进一步加强
管理，让“博物馆游”持续高质量发展，
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
求，开创全省博物馆事业新局面。

开班仪式上，还举行了2024年黑龙江省博
物馆讲解大赛颁奖仪式，获奖选手和以往年度
在国家比赛中获奖讲解员进行了展演。（龙文）

本报讯 为切实提高考古研究能力，全
面落实《国家文物局关于加快推进重要考古
资料整理和报告出版工作的函》，近日，山东
省文物局出台《山东省推动考古资料整理和
报告出版工作实施方案（2024-2030）》（以
下简称《方案》）。

山东是文物大省、考古大省，遗址墓葬
类地下文物丰富，目前已有 22个考古发现
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方案》明确，
2030年底前出版重点遗址考古报告不少于
30部，全面完成积压考古报告出版工作，取

得一批重要考古研究成果。《方案》提出，推
进积压考古报告出版，实现考古发掘成果常
态化出版，规范考古发掘档案管理，做好考
古发掘资料整理，强化出土文物移交工作，
提升基础设施保障能力，加强考古研究人才
队伍建设等7项重点任务。

同时，山东还将强化组织保障，建立考
古资料整理和报告出版协调机制，保障重点
考古报告出版资金需求，开展常态化督导，
完善奖励激励机制等保障措施，推动山东省
考古资料整理和报告出版工作。 （鲁文）

本报讯 记者肖维波报道 日前，“凭
桥周览”北京中轴线桥梁展在北京市西城区
泰安里文化艺术中心开幕，通过4座桥的历
史视角讲述古都北京与中轴线的故事。同
时，由中国紫檀博物馆精心制作的天安门城
楼模型也正式亮相。

“凭桥周览”以北京中轴线上的桥梁为
中心，精选了万宁桥、金水桥、正阳桥、天桥
4座代表性桥梁，通过“桥定大都”“桥端国
礼”“桥观地北”“桥望南天”四个板块，全方
位体现北京中轴线上桥梁的壮美和价值，阐
述了古都北京桥梁对文化的深远影响，展现
了北京多彩的文化内涵。

当天，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中
国紫檀博物馆将天安门城楼模型捐赠给北
京京企中轴线保护公益基金会。据中国紫檀

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紫檀制天安门城楼
模型，特选用金星小叶紫檀，在百名工匠共
同协作下，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紫檀雕刻”
技艺制作，以1∶30的比例完美呈现。

北京京企中轴线保护公益基金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后，基金
会肩负着更重大的使命，将持续加强对北京
中轴线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和传承利用，用
好北京中轴线申遗成果，更加深入挖掘中轴
线文化遗产的内涵和价值，讲好中轴线故
事，提供更多高质量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本次活动由北京市文物局指导，北京京
企中轴线保护公益基金会主办，北京建筑大
学与浦江中国承办，北京市西城区委宣传部
协办。

“繁星计划”湖北省启动会召开

黑龙江省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管理负责人培训班开班

山东出台推动考古资料整理和报告出版工作实施方案

北京中轴线桥梁展在京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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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宜君县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侧记

江西推出3色12大29条文物主题游径

“ICOMOS·中国·文化遗产大学论坛”在清华大学举办

中国博物馆的实践探索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

本报讯 9 月 19 日至 22 日，国家文物局副
局长关强带队赴四川、河南、内蒙古调研，先
后会见四川省、河南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
府有关负责同志，现场考察洛阳古城村、郑州
书院街北商代遗址、赤峰元宝山考古工地。在
成都参加青藏高原考古座谈会、蜀道考古工作
推进会，调研成都考古中心、四川博物院，在
洛阳参加国家夏商文明考古研究中心项目奠
基仪式，在赤峰参加红山文化命名 70 周年研

讨会。
关强要求，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文物工作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谱写文物
事业新篇章。要树立“大考古”思路，深入推
进红山文化、夏商文明、蜀道、青藏高原等考
古研究，强化多学科合作、科技支撑与理论创
新。要践行“大保护”理念，结合第四次全国
文物普查摸清家底，系统加强秦直道、元宝山
等遗址保护，推进二里头、三星堆、蜀道等大

遗址保护利用、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世界遗产
申报等。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健全完善考古
管理、科研管理、人才引用、经费保障制度，
高标准推进国家夏商文明考古研究中心等科研
平台建设，引领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国家文物局有关司室及直属单位，四川省、
河南省、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有关负责同志先
后参加调研。

（文宣）

本报讯 9 月 22 日至 26 日，国家文物局
副局长陆进带队赴浙江调研文物工作。调研
组一行先后考察宁波、绍兴、杭州等地博物
馆、文物保护单位、考古遗址，深入了解文
物保护管理、价值阐释传播、体制机制改革
等情况，看望慰问一线文物工作人员。浙江
省 委 常 委 、 宣 传 部 部 长 赵 承 与 调 研组进行

交流。
陆进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坚
持保护第一，进一步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的
整体性、系统性保护。要秉持传承优先，强
化文物价值挖掘与研究阐释，讲好中华文明
故事，为人民美好生活提供丰厚精神滋养。

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文物政策法规制
度供给，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为文物
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国家文物局有关司室，浙江省文化和旅游
厅、省文物局，宁波、绍兴、杭州等地党委政
府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文宣）

本报讯 9 月 21 日至 22 日，在国家文
物局指导下，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联合组织
开展的2024年度文物保护工程从业资格考
试在北京、沈阳、武汉、西安四地进行。

考试过程总体平稳有序。考试期间，国
家文物局、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相关负责同
志赴四地考场开展巡考，听取考务工作汇
报，重点检查考场组织、试卷保管、监控设备

以及监考工作等情况。本次考试包括责任设
计师、责任工程师、责任监理师 3个专业类
别，共 16个科目。各地考生报名踊跃，积极
参与，共计报考1.08万人、2.81万科次。考生
实际到考率超过80%。考试成绩预计于2024
年11月下旬公布。

下一步，国家文物局将进一步规范文物
保护工程从业资格管理，严格落实文物保护
工程责任师负责制，促进文物保护工程行业
健康发展。 （文宣）

国家文物局领导调研四川、河南、内蒙古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

国家文物局领导调研浙江文物工作

2024年度文物保护工程从业资格考试顺利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