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关公馆藏文物展”在山
西运城解州关帝庙崇圣祠开展。

展览展出包括馆藏文物和附属品两大
种类。其中，馆藏文物 54 组、58 件，含关公
像、牌位、牌匾、器皿等；文物附属品近 50
件，包括文献、剪纸、皮影、关帝像、书画作品
等。展览展示关公身份及形象的确立及演变
过程，让观众对关公信仰的发展与传播有更
为直观的感受。

展览设在崇圣祠的主殿和偏殿，主殿以

“天下崇祀”为主题，展示崇圣祠的兴建缘
由、发展历史及解州关氏的情况，大致还原
清代时期对关公历代先祖的供奉情形。同
时，对崇圣祠的兴建历史、解州关氏的家族
情况及昔日崇圣祠的祭祀仪规等进行辅助
介绍和展示，展品涵盖古籍文献、人物造像、
匾额、祭祀器物等。偏殿展览以“文武神圣”
为主题，从解州关帝庙馆藏关公造像出发，
展品以各种材质及不同形象的关公造像为
主，辅以文献、书画作品等。 （解缙）

山西运城解州推出“关公馆藏文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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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物馆感受五千年文明的璀璨，在考古遗
址公园探寻历史遗迹的多样，在红色纪念馆汲取
革命的精神力量……国庆节期间，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前提下，全国各地博物馆、遗址公园、纪念馆
等文博单位发挥各自优势，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
化大餐，陪伴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文化长假。

北京地区博物馆线上线下推出 50项展览和
特色活动。“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
成果展”“和合共生——故宫·国博藏文物联展”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分别与观众见面，观众可饱览
传世的《先秦汉唐画全集》《宋画全集》《元画全
集》《明画全集》《清画全集》等绘画珍品，也可以
近距离欣赏西周时期的大克鼎、唐代《伏羲女娲
图》轴、清代《乾隆南巡图》等真身。文化和旅游部
恭王府博物馆的中华民族服饰艺术展览上，近
200件展品既有传统民族服饰文物，也有创新设
计作品。北京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推出的“中
国百年公用电话精品展”“中国百年铁路通讯藏
品展”中可窥见中国近百年来通讯发展的历程。

此外，一批博物馆结合馆藏特色，推出的文
化体验活动有内容有趣味。10 月 1 日至 10 月 3
日，首都博物馆举办系列特色活动，邀请观众聆
听中轴线的故事，制作珍珠版画，描摹刻画北京
城。10月 1日至 10月 7日，北京汽车博物馆的藏
品征集、维保、修复和研究人员为观众讲述国车
红旗背后的中国故事，展现工匠精神，传递家国
情怀。大钟寺古钟博物馆邀请家庭观众共同探寻
古刹，聆听钟铃故事，完成“钟铃文化”学习任务，
感知礼乐魅力。北京天文馆里，“宇宙少年团”“天
文小讲堂”“天文科普剧”等活动轮番上演，观众
可以在游戏体验中探秘星空，了解天文热点。中
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里，观众可以动手制作
火车雕版印刷作品，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火车
的“碰撞”。

江西省博物馆“小鸟虎”原创展趣味满满，
引进浙江省博物馆的“丰子恺书画特展”拙朴美
妙。国庆假期，江西省推出 86个专门展览以及一
系列历史文化展览展示和趣乐教育活动，增添
假日欢乐氛围。此外，国庆七天，江西省博物馆
特色展示展演向夜间拓展，“江博奇妙夜”活动，
分别推出小鸟虎舞台剧、魔幻冲关杂技表演、明
代王妃首饰创意制作，还有“我的中国心——油
画绘制体验”、风筝手作等，用人文底蕴融合时
尚潮流，带给观众不一样的奇妙体验。同时，江
西省多家市县博物馆也纷纷推出特色展厅夜间
拓展活动。景德镇御窑博物馆酝酿已久的“御窑
天下·青花秘境”特展于国庆假期开展。樟树市
博物馆与南昌金九福钱币博物馆联合举办特展

“红色忆初心 献礼二十大——中国革命根据地
红色货币文物展”夜间拓展活动，不断丰富群众
文化生活。

甘肃省博物馆特别策划的“二玄社复制作品
展”等，吸引大批观众体验“就地过节，一样精彩”
的快乐假日。展览精选馆藏二玄社复制的书画作
品 60余幅，包括东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平安
帖》，宋代范宽《溪山行旅图》、郭熙《早春图》，元
代赵孟頫《鹊华秋色图》和清初石涛、八大山人的
册页等，让观众在家门口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艺
术的魅力。

10 月 1 日下午，在甘肃省博物馆举办的“盛
世中华 举国同庆”主题专场活动——纸浆画
DIY，通过观看《开国大典》视频片段、学唱《歌唱
祖国》以及制作带有“强国有我”内容的纸浆画等
环节，让小朋友了解五星红旗的含义、国庆节的
由来，深受家长和孩子欢迎。此外，甘肃省博物馆
还特别推出“国庆·红色历史知多少”答题、“穿上
汉服到甘博打卡”等活动，与观众一同度过文化
味十足的国庆假日。

“小玉人”“采桑女”“耍蛇艺人”……国庆假
期，一场“战国中山国服饰复原设计”项目成果展
示活动在河北博物院上演。活动以战国中山国服
饰文化为主线，以服饰展示阐释文物内涵、揭示
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进而勾勒出两千多年前战
国中山国的历史概貌。同时，借3D人物复原形象

“中山小玉人”的历史穿行，链接传统与现代，实
现古今“中山”的对话，生动展现了文物的永恒魅
力与时代活力。

博物馆展览与活动丰富多彩，遗址公园的文
化活动同样精彩十足。

假期里，圆明园遗址公园多样的文化活动，
为游客带来别样的游园体验。观众可参观正在圆
明园天心水面展出的“走进圆明园”书画精品展，
感受北京一零一中学师生们绘制的近 50幅书画
作品。“园林画境”系列展览之三山五园主题摄影
展，通过40幅作品的图像叙说、光影表达，让观众
全面了解北京市海淀区三山五园一年四季的全
貌和圆明园四季优美的景色。此外，圆明园作为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在 10月 1日至 3日
举办研学系列活动“少年闯九州”，金秋探秘圆明
园。同学们在参观圆明园四十景图展和参与九州
景区特定任务中，积极探索九州景区风貌，感受
传统文化的魅力。

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遗址公园为迎
接国庆假期，准备充分，接待有序，亮点纷呈。这
家利用多元化展陈手段的遗址博物馆，成为游客
打卡的“热门地”。“金色海昏”“丹漆海昏”“书香
海昏”三个专题展和“遇见海昏”观众互动展，深
受小朋友的喜爱。遗址公园在游客中心上车点设
立的汉风竞技活动体验区，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参
与度、体验度，增强了园区的节日氛围。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首
《我和我的祖国》拉开了国庆长假活动的序幕，良
渚博物院里良渚文化志愿者们，用自己的歌声
祝福祖国，分发爱心贴纸、国旗贴纸，开展公益
讲解，与观众一起欢度国庆。在满园秋色中，良
渚设立专线专车专人，带观众深度探寻良渚博
物院、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老虎岭遗址公园、瑶
山遗址公园，开启深度体验游。池中寺《良渚符
号》沉浸式展演，站在现实的土地上，以别具一
格的方式，讲述良渚古城故事，打动了在场观
众。考古专家带你当一天良渚古城“考古人”公
众考古体验活动火热进行，让观众零距离感受考
古的“苦与乐”。

国庆假期，各大红色纪念馆更是热门景点，
人们在这里追溯革命历史，感悟光辉瞬间，汲取

前行的力量。
近万人到香山革命纪念馆重温“进京赶考”

的故事。“为新中国奠基——中共中央在香山”主
题展展厅中人流涌动，渡江战役中解放军使用的
木船、国旗国徽的设计稿等一件件展品浓缩起历
史，将一段段红色记忆无声传递，吸引观众纷纷
驻足，细细观看。

位于北京五四大街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
革命活动纪念馆在国庆假期几乎天天约满，青少
年群体成为参观主力。国庆日当天，该馆共接待
1318位观众，其中45岁以下观众就有1208人，30
岁以下观众达到871人。李大钊《狱中自述》，毛泽
东、蔡和森关于建党的通信，唤醒一代青年的《新
青年》杂志……展厅中，千余件文物将那些光辉
的历史瞬间一一定格。“这次参观让我更加深刻
地理解了革命先驱们的付出，拥有坚定不移理想
信念的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一位大学生参观
后写下留言。

“从瑞金到北京，从红军烈士纪念塔到人民
英雄纪念碑，伟大的苏区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
新……”在讲演人铿锵有力的话语声中，“苏区精
神永放光芒”情景故事讲演缓缓进入尾声。10月1
日晚间，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夜间开放活
动如期举行。据介绍，国庆假期，瑞金中央革命根
据地纪念馆用历史打底文化赋彩，点亮夜色下的
博物馆，于 10 月 1 日至 3 日特别推出“喜迎二十
大 溯源苏区红——国庆之夜”主题活动，夜间开
放基本陈列和临时展厅，同时开展系列社教活
动，让广大群众解锁夜游博物馆的全新体验，在
浓厚的节日氛围中感受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这
三天，共接待观众近万人，其中夜游博物馆人数
超过50%。

为丰富群众文化需求，国庆期间，广东省多
家红色文博场馆持续上新，带领观众沉浸式感
受红色革命岁月。在广州，“隐秘而伟大——中
央红色交通线历史展”于国庆前夕开幕，共展出
展品 43件/套，生动还原中央红色交通线留下的
大量革命踪迹和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在中共
三大会址纪念馆，多个常设展览以及中共中央
机关旧址——春园持续开放，并同步展出“时代
画卷 人民有感——中国这十年”主题影像展，
通过代表性的难忘瞬间展现人民群众生活变
化，呈现中国十年发展创新成就。此外，广东革
命历史博物馆特别策划节目木偶剧《游曦》，用
多元化的艺术方式再现广州起义，带领观众感
受荡气回肠的革命故事，生动形象地向广大群
众传播红色文化。

持续打击盗窃盗割石窟寺石刻违法犯罪。成功
追索天龙山石窟第8窟北壁主尊佛首回归原属地。
指导督促石窟寺景区全部公布执行游客承载量，推
广预约参观制。完善石窟寺保护技术人才、管理人
才培养体系，组织多次石窟寺保护管理、考古研究、
讲解员培训班，为保护工作提供有效支撑。

石窟寺研究展示不断深化。印发《中国石窟
寺考古中长期计划（2021—2035年）》和《石窟寺
考古报告编写体例指南》，支持一批石窟寺相关
考古发掘项目，指导出版克孜尔石窟、须弥山石
窟等一批考古报告。推动大足石刻、麦积山石窟、
敦煌石窟等一批考古研究课题纳入 2021年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举办“永远的敦煌·莫高守望——
敦煌壁画艺术精品公益展”“中国与世界”系列特
展等一批精品展览。启动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
园、河西走廊国家文化遗产线路规划编制及理论
体系专题研究，更好揭示展示石窟寺蕴含的哲学
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

让文物活起来
推动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

十年间，我国文物古迹活化利用工作可圈可

点。把“让文物活起来”纳入新时代文物工作方
针，《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

《“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等文件加
强对文物活化利用总体部署，顶层设计与政策支
持不断完善。

制定出台系列指导性文件。出台《文物建
筑开放导则》《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
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的意见》，对文物建筑开放
利用进行规范和引导。印发《文物建筑开放利
用案例指南》，推介西递村、智珠寺、沧浪亭等
一批活化利用典型案例做法与经验，为各地
文物建筑开放利用提供参考借鉴。针对长城、
名人故居、工业遗产等不同类型文物保护利
用分别出台政策和规范文件，让活化利用更
有针对性。指导各地出台活化利用政策，如北
京市《保护利用老旧厂房拓展文化空间项目
管理办法（试行）》，《广州市文物活化利用试
行办法》，拓展社会参与途径，促进文物活化
利用。

活化利用实践探索不断深化。推进国保省保
集中成片传统村落整体保护利用，在浙江松阳实
施“拯救老屋”行动计划，开展乡村遗产酒店示范
推介项目，助力乡村振兴。重庆大足推动中小石

窟保护利用与乡村文化建设、基础设施改造、环
境整治相结合，中小石窟成为镶嵌在乡野中的艺
术明珠和乡村文化新地标，更好服务周边群众。
上海四行仓库、北京首钢工业遗产等活化利用项
目成为当地市民重要的文化活动场所，广东南
粤古驿道以古道网络为基础，结合体育、文化、
旅游等方式，让都市人踏上古驿道、走进古镇古
村，加深文旅融合。通过活化利用，文物的资源
红利正在逐步释放，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效应
不断凸显，对公众文化需求的服务能力不断提
升，文物活化利用已被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所接
受和认可。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了新时代文物保护
事业的扎实推进，文博工作者将用行动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将文物事业纳入国家重大战
略，加强部门协调；以科学理论先进技术指导
实践，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建筑遗产保护理论体
系；完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体制机制，全面提
升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水平；对标新时代要求，
加强不可移动文物价值阐释，推动活化利用，
让文化遗产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
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力量。

本报讯 国庆期间，到访莘县“平原红色文化
长廊”的观众络绎不绝。莘县位于山东省西部、聊
城市西南部，是革命老区，是山东省委的恢复地，
抗日战争时期是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

从抗日英雄马本斋到干部楷模孔繁森，从抗
日战争时期的苏村、耿楼保卫战，到解放战争刘
邓大军渡黄河，红色永远是莘县的本色。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莘县依托分布在
丈樱公路两侧的中共冀鲁豫（平原）分局旧址、苏
村阻击战纪念馆、鲁西北革命烈士陵园等革命旧

址，打造了纵贯全县南北 80公里的“平原红色文
化长廊”，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近年来，莘县抢抓省部共建乡村振兴齐鲁样
板示范县机遇，充分挖掘村庄红色文化资源、历
史文化渊源、农耕文化印记、产业发展亮点、村庄
面貌变化，科学谋划，分类实施，全域推进，建成
889 处村史馆。相继开展了村史馆过大年、看非
遗、庆冬奥、享阅读等系列活动，群众成为活动主
角，真正在群众家门口搭建起了文化舞台。

“促进文化、生态与旅游融合发展，是县委、

县政府对繁荣文化事业的目标要求。”莘县文化
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马彦青介绍。为了满足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莘县开通文化惠民直通
车。周边自驾游、乡村休闲游、农业采摘游与红色
遗址遗迹参观、爱国主义教育串联成线，成为周
末以及假日莘县周边观众的热门选择。“今天带
着孩子过来学习马本斋的英雄事迹，让孩子永远
铭记，生逢盛世，更当奋发图强。”一位带孩子参
观的妈妈表示，“我们人人都应该为伟大的党和
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和自豪”。 （莘文）

本报讯 10月 8日，“和合中国”展览在
辽宁省博物馆开幕。展览由国家文物局与中
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辽宁省文化
和旅游厅（辽宁省文物局）、辽宁省公共文
化服务中心、辽宁省博物馆承办，山西博物
院、南京博物院等国内 22家单位协办，展期
三个月。

展览由天人合一、人心和善、和而不同、
协和万邦四部分组成。辽宁省博物馆藏《五代
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北宋宋徽宗草书千字
文卷》《清徐扬姑苏繁华图卷》、宋朱克柔缂丝
山茶图、元织锦百鸟朝凤图卷、辽三彩釉印花
太极图执壶，甘肃省博物馆藏东罗马鎏金银

盘、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胡旋舞石墓门
等国宝级文物均在展览中呈现。湖南博物院
藏《唐摹兰亭序（黄绢本）》、吉林省博物院藏

《金张瑀文姬归汉图》、南京博物院藏《明坤舆
万国全图》等真迹也将在展览中后期展出。

展览旨在通过古意盎然、彬蔚称盛的文
物之美，解读“和合”文化所蕴含的宇宙观、
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体现“和合”文化在
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及中国智慧，并观照当
下，揭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契
合于人类文明共通内核的“美美与共、天下
大同”理念，突显“和合”思想对现在及未来
的借鉴和启迪。 （李文）

在文博场馆度过丰富多彩的国庆假期
本报记者 李瑞

山东莘县：挖掘乡村资源 传承红色基因

（上接1版）

“和合中国”展览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幕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庞博报道 日前，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陕西省基本建
设工程考古工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进一步加强陕西基本建设工程中考古
调查评估、勘探和发掘工作，确保地下埋藏
文物安全，保障建设工程顺利进行。

《办法》指出，基建考古工作由省级文物
行政部门协调管理并组织实施，由考古发掘
资质单位组织承担，考古调查评估、考古勘
探工作可由考古发掘资质单位依法依规吸
纳、组织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力量参与承担。
集中连片开发的区域在进行土地储备时，须
先期完成考古调查评估、勘探和发掘工作，
在出让时实现“净地”供应，落实“先考古、后
出让”的考古制度；其他包括涉及文物保护
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建设工程
和国家、省级重点项目工程及项目建设用地
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建设工程都应依
法进行基建考古工作。

《办法》明确，市、县（区）级人民政府要
落实“先考古、后出让”的考古制度，发展改

革、财政、自然资源、住房建设等部门在各自
职责范围内协调做好“先考古、后出让”工
作。考古发掘资质单位负责基建考古调查
评估、考古勘探、考古发掘业务工作，并组
织管理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力量参与考古调
查评估和考古勘探工作。承担基建考古工
作的考古发掘资质单位以及参与承担基建
考古调查评估、考古勘探工作的企事业单
位和社会力量均应接受文物行政部门的指
导监督。

《办法》强调，实行“先考古、后出让”制
度的基建考古工作，由出让方在土地出让
前向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文物行政部
门组织考古发掘资质单位与申请单位签订
工作协议，完成考古调查评估、勘探和必要
的考古发掘工作。其他因进行基本建设和
生产建设的基建考古工作，由文物行政部
门组织考古发掘资质单位与建设单位签订
工作协议，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
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评估、勘探和必要的
考古发掘工作。

陕西印发基本建设工程考古工作管理办法

本报讯 记者崔波报道 由北京市文
物局主办、首都博物馆承办的“山河日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绘画作品展”，10 月 1
日在首都博物馆开幕，展品来自天津博物
馆、北京画院、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北京市
文物交流中心等多家单位。

展览甄选 70 余件名家力作，通过日月
换新天、建设新中国、创造新生活、山河新
气象四个篇章，呈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
代代美术工作者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
势，扎根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传承革新中国

画传统，用匠心独运的艺术画面记录了党
带领人民走过的艰苦岁月和辉煌历程，展
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生活与国家建设
的时代图景。

在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展览带领
观众站在历史新征程回望这些熠熠生辉的
作品，感受画面内外蕴含的信仰之真、伟业
之巨、山河之丽、人性之美，同时勉励广大艺
术工作者创作出更多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
河之美、文化之美，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
创造之力、发展之果的优秀作品。

“新中国成立以来绘画作品展”在首博开幕

本报讯 日前，“洞天遗珍——万寿岩
遗址出土文物展”在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
开展。

展览展出 66 件万寿岩遗址出土文物，
涵盖旧石器时代早、中、晚各个时期，其中
53 件为首次走出文物库房的珍品。展出文
物为研究华东地区古人类的起源、迁徙和
古环境、古气候及海峡两岸古人类文化渊
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展览分为“最幸
运的文化遗产”“最罕见的史前遗存”“最古
老的两岸一家印证”等三个部分，分别展示
万寿岩遗址文物出土和保护的历程、万寿
岩遗址出土的古生物化石、万寿岩遗址古
人类打制的石器。展览以点带面、以管窥
豹，解读海峡两岸一家的古人类文化，全方

位再现远古先民的生存环境、生活风貌和
精神境界。

三明市万寿岩遗址被誉为“南方周口
店”，曾入选200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近年来，三明市以万寿岩遗址为依托，逐步
建成旧石器时代专题博物馆、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目前，万寿岩遗址保护研究利用工作
正在加快转型发展，从抢救性的发掘保护和
建设，走向深入研究、长久保护和稳定发展
阶段。

据悉，展览由厦门大学、福建省文物局、
三明市政府主办，厦大文博管理中心、三明
市三元区政府、三明市万寿岩遗址保护中心
承办，将持续至2023年4月30日。

（林文斌）

万寿岩遗址出土文物展走进厦门大学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刘洁报道 为进
一步拓展河北文物宣传推广渠道，讲好河北
故事，河北省文物局通过网络科技和智慧赋
能，链接文物与当下人们的文化旅游生活，
策划编制的《跟着文物游河北》智慧语音导
览图日前正式推出，微信搜索小程序“跟着
文物游河北”即可进入导览图。

导览图共收录河北省精华文物点位471

处，其中 443个点位收录在小程序中并设置
了“冀博文”音频讲解和电子导航。导览图以
线上线下、音图结合的方式，以革命文物、长
城、大运河、石窟寺、特色博物馆、万里茶道、
海上丝绸之路等为主脉络，强调以点带线、
以线带面的指导思想，彰显河北物华天宝、
遗产丰足的人文盛况，回溯河北深邃文脉，
为深度体验“文华河北”循迹导航。

《跟着文物游河北》智慧语音导览图推出

观众在“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中驻足细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