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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余年的从警历程中，山东省青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王会庆有13
年时间专门从事打击文物犯罪工作，是青州公安文物缉查战线的老侦查员和指挥
员。他针对近些年来文物犯罪特点、规律进行潜心研究，密切注意文物犯罪新动态，
带出了一支专业的文物犯罪打击队伍，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技战方法，指挥侦
破了“田齐王陵古墓群被盗掘案”“马家庄古墓被盗掘案”等一大批重特大文物案
件。从警以来，因为工作业绩突出，他先后2次被上级公安机关嘉奖奖励，荣记个人
三等功3次，获“潍坊市人民满意政法干警”“潍坊市公安刑侦工作先进个人”“优秀
民警”等荣誉称号。

立足实际组队建站，做大做强基础建设

青州现有文物保护单位906处，盗掘、盗窃、倒卖文物犯罪一度多发高发。面对
文物犯罪集团化、职业化、智能化的趋势，王会庆率先提出“以专业打职业，以团队
打团伙”的口号。在他多方争取下，青州市公安局于 2016年从全局遴选 3名精干警
力组建打击文物犯罪专业中队，成为潍坊市首支专门从事文物犯罪打击工作的刑
警中队。随着队伍的逐步成熟，2023年，这支队伍也增加至7人，并配备齐全专业勘
查设备，为打击文物犯罪奠定了基础。

2022年，王会庆多次带队赴外地考察学习打击文物犯罪先进经验。考察结束
后，他开始着手组建青州自己的文物犯罪打击工作站，并明确了“刑侦主导、警种联
动、打防结合、群防群治”的建站宗旨。同年8月，鉴于建站成果突出，潍坊市公安局
正式在青州设立打击文物犯罪青州工作站。此后，他更是将工作站建成一个服务全
潍坊市，专门从事跨区域、系列性文物案件开展信息研判的打击阵地，多个外地公
安机关在工作站以干代训，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又一批高素质、专业化打击文物犯罪
人才。自建站以来，以青州工作站为发起点，通过合成作战，共打掉流窜于诸城、莒
南、兰陵的盗墓团伙3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0人。

以热血铸就金色盾牌，用生命守护文物安全

作为长期从事刑事侦查的老刑侦人，王会庆在线索获取、信息研判、审讯深挖
等多方面都有独到见解，中队组建以来累计参与侦破盗掘古墓葬、倒卖文物案件50
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0余人，打掉盗墓团伙19个，追回被盗文物104件，其中二
级文物3件、三级文物65件、一般文物36件。

这一系列战果背后，是他的无私付出。2016年10月1日，他照例带领联防巡
逻人员开车巡逻至青州市程家沟古墓时，突然遭到一伙不明身份的人开枪袭击，
车玻璃被击碎，巡逻车瞬间被浓烈的火药味淹没，所幸无人伤亡。王会庆临危不
惧，沉着冷静地指挥驾驶员寻找安全地点迅速躲避，并立即请求支援。后经对现
场进行周密勘验检查，在附近的灌木丛中发现一被匆匆忙忙掩盖的盗洞。王会庆
又主动请缨，开展案件侦破工作。经一个月的缜密侦查，一个由河南、新泰、临
淄多地人员组成的特大盗墓团伙浮出水面。11月23日，他带领40余名精干警力
赴河南实施抓捕，时值冬天，寒风凛冽，他与队友在嫌疑人住处附近连续蹲守7
个昼夜，即使患上重感冒也坚持到底，最终将犯罪分子抓捕归案。案件成功侦
破，他却在返程途中发烧至40度，回到单位，仅仅休息了1天又匆忙加入审讯工
作中，队友都劝他回家多休息几天，他却说：“我不放心，看看能不能再挖掘到
新的线索”。

2022年6月20日，青州市黄楼街道马家庄古墓被盗掘，正在休假的王会庆得知
消息后第一时间返程归队，组织刑警大队技术科、打击文物犯罪专业中队、视频
侦查中队以及DNA实验室，并联合技侦部门开展案件侦查，72小时内即锁定犯
罪嫌疑人。6月25日凌晨，由他任总指挥，35名精干警力组成的专案组正式启动
收网任务，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10人，该案仅用时5天即成功告破。面对已经取
得的战果，王会庆并没有停下脚步，他又敏锐地察觉到了一条更深的作案链条。
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带领专案组对嫌疑人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对7名主
要嫌疑人集中力量突审，重点从销赃犯罪活动入手，深挖文物犯罪流通环节，进
一步追缴被盗、被倒卖的文物。在最炎热的几个月里，王会庆带领专案组 30余
人直接吃住在山上。由于长时间昼夜颠倒工作，8月的一天，他晕倒在了山上，
但仅住院调养了 2天就又返回前线。同志们都劝他别这么拼，他却说：“我都 50
了，参与这种案子的机会越来越少，趁我还干得动，我就想多干点，多和你们待
会儿。”在他的带领下，该案共抓获同案犯 33人，打掉交叉作案盗墓团伙 7个，
破获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件 19起，追回被盗文物 75件，成功实现了一次
文物犯罪的全链条精准打击。

大胆创新技术应用，破解文物保护工作难题

在专业从事文物犯罪打击之前，他曾经负责犯罪信息收集研判工作，也正是应
为这样的专业背景，他带领打击文物犯罪专业中队主动顺应科技发展，坚持科技创
新与传统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多个角度创新应用并取得良好成效。

针对文物犯罪预防难、发现难的问题，他转变警务工作理念，从提前预防入手，
带领刑事技术人员融合文保部门数据、基础地理信息、互联网开源数据等资源，打
造了一套“盗掘古墓葬区域预警与犯罪预测模型”，将重点人群纳入掌控范围，根据
模型计算结果科学划定保护范围，提升基层文保人员的巡控精度，减轻了防范工作
压力，变“被动打击”为“主动预警”，实现了犯罪预防关口前移。该模型在2021年省
厅举办的首届刑事侦查“金模大赛”中，荣获二等奖。

近年来，他又通过不断探索，总结形成了打击盗掘古墓葬案件的“寻、研、控、
打、扩”五步研判法。作为同时分管警犬训练基地和打击文物犯罪专业中队的大队
领导，他利用警犬对气味敏感性的优势，将警犬技术应用到打击文物犯罪工作中
去，实现了业务融合，并取得明显成效。2023年，警犬中队将警犬在盗掘古墓葬案件
中的运用作为课题进行研究，强化警犬在盗掘古墓葬案件中对封土层的气味追踪
训练，发挥警犬技术在寻找古墓盗洞的独特作用，从而解决案件发现难、现场指认
难的问题。

多个领域建章立制，全面形成工作合力

强化与文物部门、检察院、法院的沟通，建立完善相关机制，畅通工作渠道，为
迅速高效打击文物犯罪铺平道路。

随着打击经验的积累，王会庆提出由文物案件侦查部门、刑事技术、技侦、网
安、文物部门在案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同步勘验、同步鉴定、同步研判、同步调查的
同步上案机制，同时建立与检法机关侦诉联动机制，在侦办文物案件中主动商请检
察机关提前介入，指导办案，开展同步监督，经常性与检法机关研究事实认定、法律
适用等问题，统一执法思想，保证了诉讼的顺利进行。

他还主动协调青州市博物馆，在馆内专门设立了警示教育厅，积极展示宣传公
安机关打击文物犯罪成果，并在周边搭建文物保护主题公园，广泛宣传文物保护的
法律、法规和政策。同时，依托智防·全媒传播中心，率先设立刑警大队直播间，利用
微信、抖音、腾讯会议等载体，邀请专家学者做客，常态化宣传文物保护知识，切实
增强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在无数次深入深山摸索中，在一个又一个昼夜不眠的方案制定中，王会庆始
终坚守一个刑侦人的职业素养。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王会庆以实际行动践行了
使命担当，切实履行了文物安全守护人的职责，为保护国家文物安全贡献了积极
力量。

位于丝绸古道的泾川，自古以来是西出长安
通往西域的第一重镇，境内佛教文化遗存丰富。

呈东西走向的泾河川道，是古代丝绸贸易的
必经之地和重要驿站，也是佛教文化和僧侣东行
进入古都长安时修行之地，在泾川沿泾河南北两
岸存留众多石窟、石龛，西起泾河汭水交汇处的泾
川王母宫（回山）山下的王母宫石窟、南石窟寺，向
东延伸至考古史上有名的“泾川智人化石沟”——
白家太山寺石窟及沿川石崖上的石窟群。

这些石窟或高悬在石壁上或盘踞在红砂
岩上或掩映在泾河川石岩下，时隐时现，或断
或连，或群居或散居，累计一百余里，在泾河两
岸崖壁上呈“非”字形分布，被学术界称为“百
里石窟长廊”。

这一长廊中存留的石窟、窟龛的起源，是与
“丝绸之路”的开通相缘相伴的。可以推测，佛教与
佛文化东入中华西域是缘于丝绸之路的通关，因
为今天泾川境内即泾河流域就是“丝绸古道之咽
喉”，也是丝绸之路东段最主要和最繁华的地区。

据 2020年底“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数据显
示，长廊现存13处石窟（群），窟龛360个，主要以
王母宫石窟群、南石窟寺石窟群、罗汉洞石窟群、
丈八寺石窟群、凤凰沟石窟群、南石崖石窟群等
为主。其中始凿于北魏太和二年（公元 478年）的
王母宫石窟和始凿于北魏永平三年（公元 510
年）的南石窟寺，分别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罗汉洞石窟、丈八寺石窟、蒋家坪石窟群、韩家沟
石窟、千佛崖石窟、太山寺石窟等 6处为县级文
物保护单位。

“百里石窟长廊”主要开凿于北魏年间，后世
多有新开洞窟并持续修复，因其石窟多开凿于泾
河两岸的红砂岩壁上，质地相对松软，风化、毁坏
严重，现存有造像450余尊，壁画总面积合计470
多平方米。

如今，大部分石窟中造像虽已残缺不全，彩
绘、壁画斑斑驳驳，但它们的存在说明佛教、佛教
文化在泾川地域起始早、影响久远。

西出泾川县城，在泾河汭水交汇处，有一座
挺拔苍翠之山——回山，因其山上建有西王母祖
庙王母宫，其山脚下的石窟被称为王母宫石窟，也
称“千佛洞”，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开凿于
北魏太和年间，是一座中心塔柱式佛教石窟。

王母宫石窟依山开凿、略呈长方形，形若
“凹”，高 12米，宽 12.6米，深 8米。窟内造像分三

层，中间有方体塔柱，直连窟顶，中心柱及三面窟
壁均有石雕佛像，有千佛、力士、菩萨以及驮宝塔
的白象，多为北魏作品；中心塔柱是王母宫石窟
遗存的精华，宽 7 米，深 7.6 米，分两层，四面造
像，由八角柱分隔；龛内为圆拱形，内塑主像组合
以一佛二菩萨、释迦多宝对坐为主，现存石造像
200多尊，龛外浮雕有大量的佛传、本生故事。

这处佛窟设计宏大，造像生动严谨、栩栩如
生，充分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精湛的艺术创造才
华，是珍贵的佛教文化遗存。窟外为清代重修的
依山楼阁，与洞窟浑然一体，结构严谨，巧夺天
工。苍松翠柏掩映，蔚为壮观。

在泾川泾河北岸，城关镇蒋家村境内北山有
一处闻名全国的石窟寺——南石窟寺。因其与庆
阳的北石窟属同年开凿，且艺术风格相同，并称
陇上姊妹窟，有着“陇上石窟双明珠”之称。

北魏永平三年，泾州刺史奚康生“信向佛道，
数舍其居，以立寺塔”，开工督建南石窟寺。

南石窟开凿于白垩纪沉积红砂岩上，坐北向
南，现存 5个洞窟，1号东大窟和 4号西小窟仅存
造像，窟门两侧分别开凿有长方形神龛，龛内雕
有掌管风调雨顺的四大天王。东大窟西面的护法
神龛对联为“洞府无言传妙义，刚直随在护慈
心”，楣批为“锁住白云”。

1号东大窟窟顶为覆斗形，下为长方形，窟高
11米，宽18米，深13米，方形窟门，前壁门顶上开
有方形明窗，窟内正壁及左右壁台基上有高7米
的七尊立佛，七佛右手上举，左手下垂，头饰螺
髻，高鼻大耳，面部丰满，长衣垂膝，神态庄严安
详，严峻豪迈中笑容微露，和蔼可亲而又凛然不
可侵犯；每尊立佛两侧均有 2尊胁侍菩萨，共 14
尊，高约3.5米，胁侍菩萨宝冠长裙，体形修长略
曲，俊美婀娜，与佛的庄重威严恰成鲜明比照。
前壁门两侧各有 1 尊弥勒菩萨，高 5 米，神情安
详庄重。

窟顶残存“夜半逾城”“宫中游戏”“舍身饲
虎”等佛传故事浮雕。其雕刻刀法纯熟精致，线
条流畅生动，画面妙趣横生，这些遗存是北魏石
刻艺术的精品，展示了一千五百多年前能工巧匠
们的高超技艺。

4 号窟为中型方窟，两侧分排雕有 16 尊罗
汉、8尊菩萨、6尊力士，正中为 3尊菩萨，均为石
胎泥塑，分别为唐代和晚清风格。窟内还存有几
个唐代小龛，石质皆已风化，造像剥蚀不清，可惜

当初风采已为多次泥塑彩绘遮掩。
现存的《南石窟寺之碑》为开窟之遗物，碑

额阳文隶书，笔法朴茂，为宝贵的书法精品。从南
石窟碑文看，当年不只开凿了洞窟，还建起了香
火旺盛的寺院。随着历史的变迁，当年的禅房、围
墙早已颓败在荒烟蔓草中。今已修建起古色古香
的山门和别具寺院风格的亭榭廊房，让这一丝路
明珠重放异彩。

长廊区域内存留的石窟，对研究历代石窟营
造方式和石窟形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及历史
价值、学术价值。

位于“百里石窟长廊”沿线的大云寺景区，雄
踞城北共池村，与天下王母第一宫遥遥相望，临
泾河依虎山。这里从1964年到2013年的49年间，
大云寺遗址、北周宝宁遗址、宋龙兴寺遗址先后
三次出土佛教圣物——佛舍利，曾出土五套重函
（金棺、银椁、铜匣、琉璃瓶、石函）、舍利塔基以及
精美的佛造像、造像碑、造像塔等累计近 300 件
珍贵文物。其宏大的规模、独特的风格，尽显大唐
时期的佛教文化的风韵，让世人感受浩瀚历史的
沧海桑田。

泾川县博物馆馆长陈景强介绍说：“据考，泾
川县玉都镇出土的十六国时期‘鎏金华盖铜佛坐
像’是泾川佛教传播的最早见证；北朝时期众多
石窟寺的开凿见证了泾川佛教的兴盛；隋唐至宋
舍利文化在泾川熠熠生辉，‘三出舍利’的盛景蜚
声海内外；元明时期，多座皇家敕赐寺院的出现
再次说明了泾川佛教与佛文化的兴盛。”

泾川“泾川百里石窟长廊”的存留，说明泾
河沿岸及泾川是佛教、佛文化颇为盛行和丰厚
的地域。

“泾川‘百里石窟长廊’蕴含着极高的文化价
值，它是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在陇东地区的重
要遗存，规模宏大，体系相对完整，集建筑、雕塑、
壁画等艺术于一体，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追
求、价值理念、文化精神；它以禅修窟为主，堪称
最原生态的佛教石窟，也是古丝绸之路上一处规
模宏大的崖壁道场和禅修中心，是东西方文明交
流互鉴的有力见证，集中展现了泾川佛教从北魏
到民国的延续更替，也折射出中国佛教在丝绸之
路千余年中的兴衰景象；既是泾川佛教发展和兴
盛的‘活地标’，也是促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宝
贵资源。”著名作家、文化学者，泾川“百里石窟长
廊”发现者、研究者张怀群先生认为。

学习宣传贯彻新修订文物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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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遗珍——泾川百里石窟长廊
杨树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
下简称《文物保护法》）将地下文物埋藏区制度写
入法律，这是继 1982年确立历史文化名城制度、
2002年进一步调整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制
度之后，不可移动文物整体性保护迈出的又一
重要步伐，有助于构建更加完善的文物保护制
度体系。

地下文物是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多年来，各级文物部门和考古机构根据《文物保
护法》的要求，通过配合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开展
考古调查勘探发掘，使大量地下文物得以保护。
但由于部分地下文物埋藏比较集中，有可能整体
保护的地下文物由于没有事先明确埋藏区范围
和管理要求，加之与建设项目或地块原规划矛盾
较大，难以原址保护、完整保护。经过部分省、市
多年探索和实践积累，根据文献研究结果和实际
考古调查、勘探情况等划定地下文物保护区域，
积极做好与空间管控规划衔接，使城市建设与文
物保护的关系得到较为妥善的处理。

北京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地下文物遗存丰富。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
文化遗产，北京市人民政府自 1993 年开始划定
地下文物埋藏区，截至 2020年 5月，已经分五批
划定公布了68片地下文物埋藏区。2014年，北京
市还公布了第一批 11 处地下文物重点监测区，
进一步强化地下文物的保护。与此同时，注重依
法保护管理，2004年通过的《北京市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增加了地下文物埋
藏区保护管理措施，2014年颁布实施《北京市地

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升级为专门立法。一系列
法规规章的出台，地下文物埋藏区、重点监测区
的划定公布，土地入市交易考古前置制度的全
面落实和深化，逐步形成了地下文物“三位一
体”保护管理体系，使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力度
大大加强。

划定公布地下文物埋藏区，可以使潜在的文
物资源能够更加科学地识别和保护。经过多年的
反复摸索，划定地下文物埋藏区对于保护和发掘
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意义重大，特别是对于地
下文物较为集中、需要整体保护区域的原址保护
提供了有力保障。《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
法》颁布 10年来，基建考古工作催生出斐然的科
研成果，极大深化了对北京城市发展史的研究，
完善了知识体系，强化了社会认知，提升了社会
各界对地下文物保护的重视程度，有助于城市文
化品位的提升，有助于形成全社会共同保护文物
的良好氛围，为文物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群众
基础。

划定公布地下文物埋藏区，也有助于优化城
市营商环境。通过加强部门协作，不仅在工程建
设前及时发现并做好地下文物保护，也极大降低
了施工过程中的破坏风险。同时，确保建设单位
在拿地前充分了解项目区域文物遗存情况，避免
了后期因地下文物遗存的保护问题，导致工程延
误和成本增加的情况发生，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经
济和时间成本。通过合理规划
和科学安排，既保护了文物遗
存，又推动了城市建设的发

展，从而实现文物保护和城市发展的协调共赢。
北京市从地下文物埋藏区保护实践中得到

了实惠，正是因为它与南京、广州等全国其他城
市在地下文物保护管理方面的积极探索，为《文
物保护法》增加地下文物埋藏区制度提供了有力
支撑。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了地下文
物埋藏区的划定与公布程序，为地下文物保护工
作提供了明确的范围和依据。考古工作责任更加
明确，做到有章可循、有据可查，从而有效减少因
施工而意外破坏文物的风险；对于违反文物保护
规定的行为，可以依法进行严厉处罚，从而有效
遏制文物破坏行为的发生，是地下文物精细化管
理的重要举措。

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建立地下文物埋藏
区制度，是深入贯彻新时代文物工作要求、贯彻
落实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有力举措，可以较好
地协调地下文物保护与基本建设之间的矛盾，对
于加强新时代文物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必将
为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法律保障。
相信随着法律的施行，越来越多的城市将会划定
公布地下文物埋藏区，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应当抓
住大好契机，积极调动各方面力量，加强对城市
历史文化的研究，加大考古调查力度，为依法科
学合理准确地划定公布地下文物埋藏区提供更
加坚实的支撑。

（作者系北京市文物局文物保护处原处长）

以地下文物埋藏区制度推动文物整体性保护
王玉伟

王母宫石窟窟表 王母宫石窟

罗汉洞石窟外景 罗汉洞石窟10号窟内景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