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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支持逐步加强

2016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
的实施意见》，明确加强城乡建设中的文物保护，规定大型基
本建设工程前期须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并对发现文物实施相
应保护措施。

2019年4月，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印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实施意见》，将大力推
动考古工作、提升考古科技水平等列为重点任务，提出各地应
划定地下文物埋藏区，在地下文物埋藏区内进行土地储备或
建设工程时须先期进行文物勘探、发掘。

2019年 12月，国家文物局与四川省人民政府签署《深化
四川文物保护利用改革战略合作协议》，国家文物局将支持四
川大力推动考古工作，支持将巴蜀文化考古研究纳入“考古中
国”范畴；支持开展长江上游古人类研究，六江流域考古研究；
支持建设古代城市考古遗址保护利用重点科研基地；支持实
施考古科研装备提升计划。

在国家文物局关心支持下，在四川省委、省政府的领导部
署下，“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稻城皮洛遗址考古发掘
项目”成功纳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范畴，四川考
古工作得以全面开展并取得重大成果。

机构建设日渐完善

2018年11月，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四川省机构改
革方案》，为发挥四川省文物资源丰富、优势独特、潜力巨大的
优势，四川省文物局挂牌成立，内部设置了考古处，负责协调
指导和组织管理四川省文物考古工作。

各考古单位内部机构建设逐步完善，建立起跨旧石器、新
石器、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等时代的较为完备的考古及研
究机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增挂“三星堆研究院”牌子，一
次性核增编制90名，为进一步加强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保护和
研究利用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四川推进“省地合作”考古工作模式，与市（州）
共建考古工作站辐射周边协同开展基本建设考古工作。江口
工作站、城坝工作站、广安工作站、武胜工作站等在开展区域
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及出土文物保护、修复等工作中起到了
显著作用，稻城皮洛工作站正在积极筹建之中。

考古能力持续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
强调，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增强

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影响力、话语权。要运用科学技
术提供的新手段新工具，提高考古工作发现和分析能力，提高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能力。为此，四川省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
践，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中创造性创新性地采用了田野考
古与实验室考古相结合、精准发掘和科学保护相结合的新模
式，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理
念，协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等39家国内科
研机构和高校参与，形成考古、保护与研究联合团队，建设考
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建立了传统
考古、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
实现了考古发掘、系统科学研究与现场及时有效保护相结合，
极大地提升了考古工作的质量与水平。

以三星堆遗址考古与研究为示范，四川在旧石器、新石
器、巴文化遗址等考古项目中逐步推动多学科协同和综合研
究，多单位多学科聚力，科技优势在考古领域发挥成果初显，
发掘研究全过程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

与此同时，在科研平台、基地建设方面也取得重大突破。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先后挂牌成立“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
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四川工作站”“中国—希腊文物保
护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三星堆工作站”两个国家级平
台，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三星堆研究中心”。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挂牌“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成都文物考古
研究院挂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这对于加强考古与研究、提升科学技术水平、加强人才培养、
促进对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考古成果不断涌现

近年来，四川通过实施六江流域、川西高原、成都平原等
区域性考古调查，丝绸之路南亚廊道、蜀道等文化线路综合调
查，旧石器、新石器、历史时期等各时期重要遗存专项调查，基
本摸清全省地下考古资源状况，特别是在旧石器时代考古调
查工作取得重要进展，新发现近百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填补四
川旧石器文化遗存的多项空白。

重大考古发掘项目也取得重要成果。稻城皮洛遗址发现
距今 13万年至 20万年的多个人类活动面、用火遗迹，出土和
采集各类石制品10000余件，“皮洛遗址”入选“2021年中国考
古新发现”“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及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2021年度国际十大考古新闻”。三星堆遗址新发现 6座

“祭祀坑”，已出土文物近15000件，器类器形丰富多样，其中许
多为国内首次发现，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2021年 4月 19日，
李克强总理考察三星堆考古现场，作出重要指示“要发掘好、
保护好、研究好三星堆遗址这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三星
堆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和“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
现”，“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入选“2021年中国考古新
发现”和“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江口明末战场遗址
经过连续五期的考古发掘，出水各类珍贵文物 74000余件，实
证了张献忠沉银之地，为研究明代的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明
末清初的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入选“中国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和“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宝墩
遗址发现了成都平原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水稻田和有机质房
屋构件。巴文化研究获得新的重要材料，城坝遗址被确认为汉
晋时期的宕渠城址，发现津关遗址、战国时期大中型巴文化墓
葬、汉代冶炼等重要遗存；罗家坝遗址发现140余座战国早期
至西汉时期墓葬和多处重要的汉代冶铁遗存。盐源老龙头墓
地墓葬数量众多、形制多样、随葬品丰富，充分展现了盐源青
铜文化的独特性和多元性。

与此同时，在基本建设考古中不断加强课题意识，精细化
和规范化程度日益提高。配合绰斯甲水电站工程建设，对金川
刘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丰富陶片、动物骨
骼、石制品等遗存，对构建四川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时空框
架起到标杆作用，遗址入选“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配合乌东德水电站工程建设发现的猴子洞遗址，通过考古发
掘确认其为金沙江流域一处极为重要的早期文化中心聚落遗
址，为研究石棺葬的起源与发展等学术课题提供了重要的考
古资料。配合成都“天府文化中心”建设项目，对东华门遗址开
展抢救性考古发掘，揭露出大面积的古代城市遗存，为研究成
都古城形态及其演变进程提供了珍贵依据。配合成都新川创
新科技园建设，经过连续多年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数量众多
战国至明代古墓葬，出土大量重要遗物，为探索古代四川社会
变迁、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等课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
料与历史信息。此外，配合基本建设还取得了广汉联合遗址、
西昌市羊耳坡遗址、平武县琴台薛氏家族墓地、成都东华门遗
址、成都双元村东周墓地、简阳新市镇铁门槛宋代墓地等史前
及历史时期各个阶段众多重大考古发现。

大遗址保护价值凸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文物保护和利用，加强历史
研究和传承，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大遗址作
为实证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
的核心文物资源，是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重要内容。将
大遗址保护好、利用好，有助于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
供坚强支撑。

四川省按照“考古支撑、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创新驱动、
融合发展”等的基本原则，持续推动三星堆遗址、成都平原史
前城址、罗家坝遗址、城坝遗址等考古等基础性工作开展，加
快考古成果的梳理阐释，进一步夯实大遗址保护利用的根基，
推动了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邛窑、成都平原史前城址、明蜀

王陵墓群、罗家坝遗址、城坝遗址先后列入国家大遗址保“十
三五”“十四五”专项规划。

作为社会发展重要资源，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大遗址保护
工作，推动出台相关法规政策，加快编制相关保护规划，以完
善的制度保障和科学合理的规划为保护好、利用好大遗址提
供支撑。2013年，成都市颁布《成都市大遗址保护管理办法》，
为国内出台的首部地方大遗址保护专项管理办法。2017年，成
都市人民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意见》，
进一步明确了将文物勘探工作嵌入城市基本建设管理程序。
2018年，成都市深入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把全市文物保护
工作前置到成都市建设工程行政审批规划立项阶段，划定了
地下文物埋藏区及重点监测区，在全省率先将全市文物保护
单位纳入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进一步夯实了大遗址保护的
基础。2021年，成都市启动《成都市大遗址保护条例》立法，该
部条例将是全国副省级城市中首部关于大遗址保护管理的综
合性法规。在保护规划方面，编制完成《大遗址保护成都片区
总体保护规划》。省政府陆续公布了宝墩遗址、古城遗址、芒城
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城坝遗址、罗家坝遗址、邛窑遗
址等文物保护规划。

在巴文化大遗址保护方面，在达州市的积极推动下，规范
巴遗址遗迹保护的地方条例《达州市巴遗址遗迹保护条例》于
2019年 5月起正式施行。达州市委、市政府将罗家坝、城坝遗
址公园建设纳入了达州市四个一批重点项目，组织编制了《宣
汉县罗家坝考古遗址公园规划（2016—2025年）》《罗家坝考古
遗址公园修建性详细规划》《城坝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目前罗
家坝考古遗址博物馆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金沙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采用就地保
护——开发利用——服务公众的模式，将考古遗址、出土文物
展示与园区文化景观展示有机结合，不断探索提升参观游览
的体验性、互动性，充分发挥大遗址的社会教育功能和使用价
值。金沙考古遗址公园的建成帮助城市成功塑造了新的文化
品牌形象，进而转化为文化驱动力，与城市发展产生共振效
应，推动大遗址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建设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示范区建设创新开展

2020年 9月，广汉三星堆成功申报列入首批国家文物保
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名单。2021年，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广汉
市政府公布《四川广汉三星堆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
实施方案》，按照方案，示范区建设以“考古先行、强化研究、开
放共享、守正创新”为发展思路，推进考古发掘与价值阐释研
究工作，提升考古遗址保护与展示水平，探索大遗址在保护利
用、产业转化、乡村振兴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创新发展路径，
发挥三星堆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的示范带动作用，推动
文化旅游深度融合，统筹好文物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

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示范区创建工作，成立了四川
广汉三星堆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创建工作领导小
组，印发了《三星堆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总体方案》，全面加强对
三星堆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工作的总体谋划、统筹
协调和组织保障。目前各成员单位积极协作，加快推进示范区
文物保护展示各项工作。

在科学有序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基础上，高质量开展文物
保护展示工程，三星堆青关山建筑基址、城墙等重要遗迹本
体保护工程与保护范围内环境整治工作稳步推进；三星堆文
物保护与修复馆建成开放；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已动工建设；
博物馆青铜馆完成陈列改造并对外开放，文物展示体系全面
提升。

同时，四川省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四川
省三星堆遗址保护条例》，并于2021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为
三星堆遗址保护提供了重要法律法规依据。

在“十四五”开局之际，四川考古已进入快速发展黄金时
期，特别是三星堆、皮洛等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受到中国乃
至世界的高度关注。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四川将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立足新高
度、紧抓新机遇、迎接新挑战、勇挑新使命，继续做好考古调
查、发掘等基础性工作，加强以考古学为基础的综合研究，实
证巴蜀文明在中华文明多源一体起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
用，加强大遗址保护利用，促进考古成果全社会共享，坚持“大
考古、大研究、大保护、大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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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工作是文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性工作，在坚定文化

自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四川是地下文物大省和考古大省，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
查资料，地下文物共34200处（其中古遗址3652处，古墓葬30548处），
占登录不可移动文物总量的52.43%；近十年来，共有6考古项目获评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目前拥有国家大遗址6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2个和全国首批唯一的遗址类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项目。

近年来，四川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
示批示为遵循和指引，加强顶层设计和高位推进，考古工作取得了突破
性进展，为传承巴蜀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全省文博事业
高质量发展，推动治蜀兴川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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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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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源老龙头墓地（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宝墩遗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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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遗址（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供图）

何振华何振华 王蓓蓓王蓓蓓 邵鑫月邵鑫月

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三星堆博物馆供图）

罗家坝遗址出土铜豆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三
星
堆
遗
址
祭
祀
区
出
土
金
面
具

（
四
川
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院
供
图
）

皮洛遗址出土典型手斧（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罗家坝遗址出土青铜鈲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皮洛遗址发掘工作照（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