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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作出部署，指出要推动文化遗产系统
性保护和统一监管，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
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系统干部职工
纷纷表示，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钉钉子精神
抓好各项文物领域改革任务落实，有效发
挥文物工作服务全面深化改革功能作用，
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贡献力量。

新疆是文物资源大区，全区共有不可
移动文物 9542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地 6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33处、自治
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620 处；现有博物馆、
纪念馆 150 家，馆藏文物 25 万余件/套；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5处、历史文化名镇3
处、历史文化名村 4 处、历史文化街区 2
处、中国传统村落18处。

新疆丰富的文物资源具有鲜明历史文
化特征和重要实证价值：一是体现了中央
政府对新疆的有效管辖和长期治理。遗存
的大量军政建置遗址，如城址、烽燧、戍
堡、驿站等，是国家主权的鲜明象征，不
可辩驳地实证了历代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有
效管辖治理。二是印证了新疆自古以来就
是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遗存的各类宗教
遗址，实证了多种宗教在新疆发展演变、
交融共存的历史进程。其中蕴含的文化内
涵，既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也深深刻
上了中华文化的印记。三是实证了多元一
体民族融合和丝路文化交流。新疆遗存的
各类城镇、聚落遗址，记录了在中原王朝
统一管辖下，新疆各民族守望互助、休戚
与共，共同开发、建设、守卫边疆，建设
美好家园、创造灿烂文明的历史。四是滋
养了新疆各族群众的爱国情怀。新疆遗存
的革命文物，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
新疆各族人民抵御外侮、捍卫国家主权的
光辉历史，见证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日
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是新疆各族群众不忘
初心、砥砺前行的动力源泉。可以说，新
疆文物工作已成为推动文化润疆落地见效
的有效载体，为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实证支撑。

近年来，新疆各级文物部门完整准确
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加快做好文物
保护利用和传承发展工作，文物管理机构
不断健全，文物保护经费持续增加，文物
研究阐释不断深入，文物活化利用路径不
断拓展。自治区文物局、伊犁州文物局、
喀什地区文物局先后成立，出台贯彻落实

《关于让文物活起来 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
响力的意见》的实施意见、新疆石窟寺石
刻和古遗址古墓葬保护利用实施方案
（2023—2030 年）、 新 疆 考 古 工 作 规 划
（2023—2030年）、新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片区工作规划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新建博
物馆30余座，故宫厅、国博厅首次落户新
疆，通天洞、吉仁台沟口、石城子、克亚
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先后入选“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小河墓地、尼雅遗址、阿斯
塔那古墓群 3项考古成果入选国家“百年
百大考古发现”，楼兰故城、北庭故城遗
址等一批文物古迹得到有效保护，尉犁县
丝绸之路长城文化博物馆、七个星佛寺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龟兹魏晋古墓遗址博物
馆成为展示新疆多民族文化、宗教融合的
重要窗口。新疆文物工作在自觉服务丝绸
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深入实施文化润疆工程，推进
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中发挥了应有
作用。

展望未来，我们将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
要论述，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
标，坚持新时代文物工作要求，持续深化
文物领域改革，认真抓好牵一发而动全
身、一子落全局活的重点工作，为推动文
化润疆落地见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力支撑。

一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强化政治站位。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
领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部署要求，落实
新时代党的文物工作方针政策，落实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制，确保文物安全、文化安
全、意识形态安全。

二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保护利用好实证新疆是祖国不可分割
一部分的文物遗址。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
查为契机，全面梳理新疆文物资源，特别
是宋、元、明等时期的文物遗存。推荐别
迭里烽燧、巩宁城城墙等文物遗址申报第
九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持续打造库
车、高昌两大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加强北
庭故城遗址、苏巴什佛寺遗址、七个星佛
寺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新疆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启动实施一批具有示
范效应的保护展示利用项目，重点推进北
庭故城、克孜尔石窟、交河故城、乌拉泊
古城、楼兰故城、伊犁将军府等一批具有
国家主权见证、文化认同、民族融合的文
物保护展示项目。不断发挥文物资源在中
华文明标识体系建设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创新中的重要支撑作用。

三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阐释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渊
源。聚焦实证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的有效
治理、文化认同、民族融合、多元宗教等
重大课题，持续推进《新疆考古工作规划
（2023—2030年）》，统筹实施好“考古中
国”重大项目，聚焦统一国家体系下新疆
历史发展进程研究，实施卓尔库特古
城、乌什吐尔遗址、汉诺依古城等考古
发掘与研究项目，聚焦古代新疆多元宗
教发展与中国化研究，实施苏巴什佛寺
遗址、克孜尔石窟、莫尔寺、西旁景教
遗址等考古发掘与研究项目。不断提升
龟兹学、吐鲁番学、北庭学、楼兰学等
国际显学影响力，定期组织召开国际学
术研讨会，持续推进文物保护课题研
究，深入挖掘和有效运用新疆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考古实物、文
化遗存，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
知识体系提供实证。

四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宣传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主
流。发挥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优势，主动
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文物交流合作体
系，参与国家文物局主导的亚洲文化遗产
保护行动，借力丝绸之路国际博物馆联盟
等平台，参与实施亚洲主题合作项目、中
外联合考古行动，讲好中国新疆故事。统
筹推进全区各地各类博物馆均衡发展，改
善服务设施和接待条件。持续推出《带你
走进博物馆》 等系列科普读物、《国宝里
的新疆》系列短视频，常态化开展“流动
博物馆”巡展，办好国际博物馆日、文化
遗产日等文化活动，满足各族群众不同层
次精神文化需求。加快打造西域都护府博
物馆、龟兹博物馆、新疆当代音乐陈列
馆、新疆城市记忆博物馆、新疆考古标本
库房，让中华文化通过实物实景实事得到
充分展现。

五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不断夯实新疆文物工作基础。结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修订，及
时完善新疆文物行业相关标准和规范。进
一步推动健全和加强各级文物管理工作力
量。按照国家文物局工作部署，建立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构，与公安、消
防等部门配合，不断完善文化遗产保护督
察制度，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
监管。强化政府财政保障责任，积极争取
中央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支持，探索社会资
本依法合规投入文物保护修缮的有效途
径。坚持文物保护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
原则，推动构建与文物资源规模、文物保
护利用任务相匹配的管理机构和专业队
伍，不断健全文物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发
挥新疆遥感考古工作站、馆藏文物有害生
物控制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中
国-希腊文物保护技术“一带一路”联合
实验室新疆工作站作用，加强科研类文博
单位信息化、标准化、科学化建设，加强
新疆文物保护利用理论研究，打造一批文
物保护利用和传承利用高地。

（作者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
游厅党组成员，自治区文物局党组书
记、局长）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凝心聚力推进新疆文物事业改革创新发展

李军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现场

克孜尔石窟壁画保护修缮

龟兹魏晋古墓遗址博物馆

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
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
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
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
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为讲好中华民族大团结故事，系
统阐释“昭君出塞”佳话在中华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进程中的独特地位和重
要作用，呼和浩特博物院分馆昭君博
物院筹划举办了“交融之美——昭君
出塞和亲之路沿线精品文物专题展”。
展览分为“本是良家子”“一朝入长
安”“出塞和亲路”“民族大融合”四个
单元，通过讲述“昭君出塞”故事，剖
析其中蕴含的中华文明基因，展现中
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和“尚和
合”的精神特质，展示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汇聚成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
的历史。

透物见史，诠释“昭君出塞”佳话

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国各民族团
结凝聚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途
径。秦汉时期，北方草原游牧族群先
后内迁，与华夏农耕文化交融，推进
了中华历史上民族和文化的大融合，
西汉晚期“昭君出塞”，正是中华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重要事件之一。

“交融之美——昭君出塞和亲之路沿线精品文物
专题展”汇集宜昌博物馆、随州博物馆、西安博物院等
14家文博单位的 185件（组）文物，以“昭君出塞”为主
题，以“和亲线路”为主线，用文物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
故事，勾勒出千年佳话“昭君出塞”经典故事，展现各民
族交融汇聚，熔铸形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历史。

在“本是良家子”单元中，通过“荆楚之地”“屈骚
遗风”“香溪蕴秀”三个展组，展现了昭君生活的时代
背景。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大冶铜绿山、万福垴
遗址、当阳赵巷等曾楚系列遗址出土青铜器、漆器等
充分展现了荆楚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举足轻重
的地位以及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交流融合。

展览叙史方式主要依靠史籍记载，通过文物展现
昭君入宫、出塞和亲时的社会背景。“一朝入长安”单
元通过“长乐未央”“选秀入宫”两个展组，架构起昭君
入宫、出塞的历史脉络，通过着衣式彩绘武士俑、彩绘
陶动物俑、陶仓、星云纹铜镜、博戏人物铜压镇、铜羽
人、玉猪等文物，生动反映了汉代的社会生活、思想观
念、生活方式，展示西汉社会的“治世”景象和以华夏
文明为主体的多元文化共存、胡汉交融的历史画卷。

“出塞和亲路”单元通过“多元互融”“和亲始约”
“昭君出塞”“交和结好”四个展组，展现西汉时期施行
的和亲政策、昭君出塞及路线。以内蒙古包头召湾汉
墓、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小红城汉墓、沙梁子古城粮
仓遗址、山西浑源毕村西汉木椁墓、朔州市汉墓群等
考古发现为主要支撑，展示了这一时期农耕文化与游
牧文化交错地带，北部边疆多元的文化面貌和昭君出
塞后产生的重要影响。围绕昭君出塞进而形成的“昭
君出塞”路线，是“和合”理念之下民族融合的大廊道，
是连接南北的重要桥梁，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
的重要见证。

“民族大融合”单元通过“千秋佳话”“谒昭君墓”
“艺术昭君”“和合共生”四个展示组，以单于和亲瓦
当，王昭君墓以及昭君题材绘画艺术特色为切入点，
以物证史、以图讲史，用考古新发现和最新研究成果，
展示了“昭君出塞”承载的中华民族长期追求的“和平
和睦和谐”的优良传统。

深挖北部边疆特色文化资源，讲好民族融合故事

北部边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也是

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沃土。
秦汉时期，以长城为界，呈现出农耕、
游牧社会持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
局面。匈奴是当时最重要的北方族
群，他们生活在蒙古高原，以游牧为
生，逐水草迁徙。秦时，匈奴各部落形
成联盟。汉初匈奴冒顿单于以其“控
弦之士”三十余万，东败东胡，北服丁
零，西逐大月氏，使“诸引弓之民，并
为一家”。

匈奴以游牧和狩猎为主，中原汉人以农耕为主。
农牧经济的互补性使得汉匈双方都有通关市的需求。
汉元帝时期，匈奴呼韩邪单于附汉，昭君出塞，并在长
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渐认同和接受中原王朝的“大
一统”政治秩序，见证着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与发展的演进历程。1954年、1981年内蒙古包头召湾
汉墓群发现了“单于和亲”“单于天降”“四夷尽服”等
文字瓦当。这是“昭君出塞”历史的实物见证，生动实
证了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发展。

历史充分证明，中华民族是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
交融的结果，“交融之美”展览在选题上，紧紧抓住内
蒙古在西汉时期文化大汇聚、民族大融合的重要地
位，展示北部边疆独具一格的文化特色，诠释“昭君出
塞”的故事。

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

展览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刻挖掘“昭君
出塞”及其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文化精神，生动呈
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历史进程。展览通过精
美文物和展板图片的展示与阐释，充分体现了中华
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尚和合的思想是中华民族追求
的价值理念，展览中“单于和亲”瓦当、西周乳丁
云纹铜甬钟、春秋兽耳漆木簋、西汉“吕氏七重”
漆木格、汉虎钮铜錞于、西汉着衣式彩绘武士俑、
汉铜羽人、汉铜兽饰件、东汉“富贵昌宜”鱼纹铜
盆、东汉鎏金铜龙首柄、玉璧等声名远播的国宝重
器以及昭君墓等遗址颇为引人注目。这些文物是实证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阐释了中华文明突
出的和平性。和平、和睦、和谐的中华文明文化基
因，在“交融之美”主题展览中得到了高度凝练，为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智慧启迪。

各民族血脉相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
的历史根基。北部边疆作为中华民族融合形成和发展
的重要区域，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演进提
供了包括“昭君出塞”在内的一系列丰富的文化交流
和边疆治理模式。“交融之美——昭君出塞和亲之路
沿线精品文物专题展”，不仅展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格局的形成发展历程，更是利用博物馆的语境让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立体化、具象化的呈现，使观
众能够更直观地认识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
史，倾听中华民族大团结故事。

以交融之美文物专题展
讲好中华民族大团结故事

白云峰 包苏那嘎

因工作关系有幸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修订
工作。在此过程中，深刻感悟新时代党领导下的
文物立法工作守正创新、科学严谨。多方协作、
万难可破，在修法中认真贯彻和体现党的创新理
论成果，积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
工作，着力将我国文物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和宝贵经验上升为法律，进一步完善文物法律
制度框架，深入推动文物工作法治化、规范
化、制度化。

早在201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2年《文
物保护法》执法督查的基础上，提出开展《文物
保护法》修订研究工作。2015年国家文物局研究
提出初步修订草案，此后经过长达数年的调查研
究、深入研讨，历经国家文物局三届党组承前启
后、接续奋斗，慎始如终推进《文物保护法》修订
工作稳步开展。在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司
法部等部门有力领导、大力支持下，《文物保护
法》修改草案经过多轮征求两高、中央和国家机
关有关部门、相关社会组织、全国31个省份以及
相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并多轮向社会公示广泛征
求意见，最终形成法律修订草案报审稿。全国人
大常委会 2022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将《文物保护
法》修改列为“初次审议的法律案”，国务院 2022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明确，“围绕发展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3 年 10 月 20 日首次审议

《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第十次会议于2024年6
月 25日审议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第十二次会

议于11月8日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 35号主席令，新修订的

《文物保护法》将于2025年3月1日起施行。长达
十余年的《文物保护法》修订工作终于划上圆满
句号，取得可喜成果。

本次法律修改，是继2002年《文物保护法》修
订以来的第二次修订，虽未改变篇章结构，但作出
重要修改、确立重大制度、完善保护措施、规范有
关内容，对于加大文物保护、推进合理利用、强化
法律责任、深化依法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
意义和历史意义。欢欣鼓舞之际，撰写此文浅谈
以下三方面初步认识。

一、“总则”作为法律的统领性部分，进一步
补充完善了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国家主张和基
础性内容，充分彰显此次《文物保护法》修订的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精神。主要包括了十
个方面的修改：一是将“贯彻落实保护第一、加强
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以法
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作为国家发展文物保护事业
的工作要求。二是强调“基本建设、旅游发展必须
把文物保护放在第一位，严格落实文物保护与安
全管理规定，防止建设性破坏和过度商业化。”三
是明确提出要求，“对与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
期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和伟大建党精
神等有关的文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
强保护。”四是加强文物资源调查、动态管理工
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文物行政部门应当
加强文物普查和专项调查，全面掌握文物资源及
保护情况。”“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加
强对国有文物资源资产的动态管理，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及时报送国有文物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
报告。”五是关注文物价值研究，强调发挥重要作
用，“国家支持和规范文物价值挖掘阐释，促进中
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研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六
是加强文物保护宣传教育和创新传播，要求开展
舆论监督，“博物馆、纪念馆、文物保管所、考古遗
址公园等有关单位应当结合参观游览内容有针
对性地开展文物保护宣传教育活动。”“新闻媒体
应当开展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和文物保护知识的
宣传报道，并依法对危害文物安全、破坏文物的
行为进行舆论监督。”七是突出文物保护科技与
人才双轮驱动，要求推广先进适用的文物保护技
术，提高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水平；加大考古、修
缮、修复等文物保护专业人才培养力度，健全人
才培养、使用、评价和激励机制。加强文物保护信
息化建设，鼓励开展文物保护数字化工作，推进
文物资源数字化采集和展示利用。八是鼓励开展
文物利用，明确基本要求和原则，“国家鼓励开展
文物利用研究，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坚持
社会效益优先，有效利用文物资源，提供多样化
多层次的文化产品与服务。”九是明确“国家健全
社会参与机制，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
的积极性，鼓励引导社会力量投入文化遗产保
护。”十是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国际交流合作，“国
家支持开展考古、修缮、修复、展览、科学研究、执
法、司法等文物保护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人类
文明交流互鉴。”

二、确立清晰明确的法律制度和法定措施，

全面加强对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体现在
整体性、系统性保护的各个方面。首先，进一步明
确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的登记公布主体以及有
关程序，由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登记，报
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
备案，并向社会公布。其次，进一步明晰未定级不
可移动文物保护的具体措施，即“由县级人民政
府文物行政部门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
明确管理责任人。”第三，加强保护，规划先行，包
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制定有关规划时将不可移动
文物的保护措施纳入其中，二是组织编制行政区
域内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规划。第四，建设工程
选址，要尽可能避让不可移动文物，因特殊情况
不能避开的，不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而且未定级
不可移动文物均应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事先确
定原址保护措施，报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
批准；未经批准的，不得开工建设。无法实施原址
保护，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需要迁移异地保护或
者拆除的，应当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
物行政部门批准。第五，明确未定级不可移动文
物保护修缮的审批主体，“应当报县级人民政府
文物行政部门批准”；明确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修
缮、保养、迁移，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和最小
干预的原则，确保文物的真实性和完整性。10月
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
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也强调了最小干预原
则。第六，加强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周边历史风貌
的保护，“对危害不可移动文物安全、破坏不可移
动文物历史风貌的建筑物、构筑物，当地人民政府
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必要时，对该建筑物、构筑物

依法予以拆除、迁移。”加强文物周边环境保护，
扩大了原来法律文物保护单位的范围，包括了未
定级不可移动文物。第七，加强文物消防安全，尽可
能消除占不可移动文物总量约80%的未定级不可
移动文物的安全隐患，要求不可移动文物的所有人
或者使用人加强用火、用电、用气等的消防安全管
理，根据文物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消防安全措施，
提高火灾预防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文物安全。

三、第七章“法律责任”部分，由原来的16条
修改为 18条，加大对文物违法行为进行法律追
究的罚款数额，由原来最高 50 万元增至 500 万
元，情节严重的最高可罚1000万元，并且根据前
面六章条款修改以及相关立法要求作出相应修
订。譬如，第八十三条第一款对应法律规定的文
物保护要求，增补了需要责令改正或者进行处罚
的两类违法行为，包括未制定不可移动文物原址
保护措施，或者不可移动文物原址保护措施未经
文物行政部门批准，擅自开工建设的；进行大型
基本建设工程，或者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
围、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未依法进行
考古调查、勘探的。对应不可移动文物原址保护、
先考古后建设等制度，缜密夯实有关法律责任，
这将有效扭转曾经时有发生的未定级不可移动
文物为建设工程“遁形让步”的被动局面，切实加
强地下文物保护，确保文物安全。

有关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法律责任，
第九十三条明确，改变国有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的用途，未依照法律规定报告；转让、抵押非国有
不可移动文物或者改变其用途，未依照法律规定
备案；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的使用人具备修缮能力
但拒不依法履行修缮义务等行为，不只是“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
重的，还要对单位处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下的
罚款，限制业务活动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
证书，对个人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切实加大了处罚力度，提高了违法成本，增强了
法律威严。

（作者系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

接续奋斗十余载 多方协作谱新篇
——写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通过之际

陆琼

“交融之美”展览序厅

西汉 单于和亲瓦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