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物，承载着家与国的历史记忆，是一座城市亘古不变的精神载体。在郑州这片
广袤的土地上，一处处厚重的遗址遗存、一件件珍贵文物遗产，穿越历史时空，精彩
串联起这座古都静静流淌的千年文脉。十年磨一剑，郑州市文物事业取得蓬勃发展，
一举成为全国文博业界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这十年——

●在全国率先开展生态保遗工程、考古前置等多项文物领域重大改革，多个国家
部委给予肯定和推广。考古前置改革做法列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国家五部委《黄河文物保护利用规划》等战略
性文件。

●从“中国首届考古学大会”到“中国考古·郑州论坛”，从“亚洲旧石器考古学年
会”到第九届中国“博博会”等十多项全国、国际性文博行业盛会在郑州成功举办。

●全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9个项目中郑州占5个；先后入选“20世纪中
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4项、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3项，列入“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总数从十年前10项增加到现在15项，全国城市排名第一。

●世界文化遗产增加到2处12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十年前39处增加到现在83处，各类文物古迹和不

可移动文物数量和规模位居全国城市前列。
●全域博物馆总数从十年前23家增加到现在110家，其中国家三级以上博物

馆10家；新建开放的生态遗址文化公园达到50处。“两带一心”黄河历史文化主地
标城市格局基本形成。

郑州市文物事业发展十年回眸

赓续历史文脉 绽放遗珍光彩
郑州市文物局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深厚滋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

党的十八大以来，郑州市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
工作系列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文
物工作方针，守正创新，勇于担当，砥砺奋进，紧紧围绕国家

“文化强国”“国之大者”、河南省委省政府“十大战略”行动
“省之要者”、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市之重者”大局，全面加强
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注重在保护中发展、在
发展中保护，注重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按照工作有标
杆、落实有标准、突破有标志，深化文物领域创新改革，坚持文
物保护利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增进人民福祉的理念，切实让
文物保护赋能经济发展、生态建设、民生改善，让收藏在博物馆
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
活起来，着力构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核心示范区，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性精神文化需求，积极为加快推进郑州
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

统筹规划科学保护

“十三五”是新时代文物事业全面改革发展的重要时期。
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提出的新要求，郑州市着眼实际，加强顶
层设计，探索制度创新，突出精准施策，加强挖掘阐释文物遗
产蕴含的核心价值，推动文物工作积极融入社会、融入生态、
融入民生。郑州市政府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
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实施方案》《郑州
市博物馆事业发展扶持办法》等十多个刚性文件，对加强文
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供了有力政策保证。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
和魂。郑州市是黄河流域中下游分界线重要节点城市，站位
黄河文化和中华文明全局，先后编制《郑州市黄河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弘扬专项规划》《郑州市全域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
总体规划》等多个规划，全面加强黄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
究与展示，深化解决文物事业发展不平衡等矛盾问题，推动
区域性文物资源整合和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统筹推进文物工
作与经济协调发展，积极构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先行示范
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核心示范区，在河南全域发挥着重要
引领示范作用。河洛古国——双槐树遗址等重大考古项目列
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规划纲要》重点项目。

郑州市围绕确立的“华夏之根、黄河之魂、天地之中、文
明之源”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战略地位，积极谋划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建设，研究出台了

《郑州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文化博
物旅游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高起点规划构建沿
黄文化带、环嵩山文化带、中心城区文化板块构成的“两带一
心”城市文化总体格局。沿黄文化带重点打造以大河村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黄河国家博物馆、西山遗址、河洛古国、青台
遗址、汉霸二王城、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和中原考古研究展
示中心为支撑的沿黄生态文化带新格局。环嵩山文化带主要
打造以新密新砦、新密古城寨、登封王城岗阳城遗址为代表
的农业文明国家文明起源展示区，“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为
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展示区和巩义三彩陶瓷、宋陵、石窟寺、
康百万庄园为支撑的唐宋明清历史文化展示区。中心城区文
化板块主要打造以商代王城遗址保护、郑州第二砂轮厂旧址
活化利用和二七纪念塔、二七纪念堂等重要遗址为支撑的中
心城区文化核心区，充分发挥古都郑州在展示中华文明起源
和发展主线主脉中的特色优势，不断提升黄河文化的全球吸
引力、辐射力和感召力。

率先推行“生态保遗”模式

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古今辉映。俯瞰古都郑州，一边是
古老而厚重的文化遗址，一边是现代而时尚的国家中心城
市，二者如何和谐共生？

郑州市现拥有世界文化遗产 2项、国保单位 83处、省保
单位147处，不可移动文物近万处。为让这些丰富的历史遗存
遗址“活”起来、亮起来、响起来，2017年，郑州市在全国率先
启动实施“生态保遗”模式，创造性提出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建
设遗址生态文化公园的古遗址、古城址保护利用新模式，开
启了文物遗产遗存保护展示与生态建设、人民群众社会文化
活动空间、推进城市建设发展相结合的先河，得到多个国家
部委肯定。

截至目前，全市新建开放生态遗址公园总数达到 50处。
其中，郑韩故城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大河村遗址被国家文物
局确定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郑韩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
挂牌。近几年，郑州市实施“生态保遗工程”，使得生态遗址公
园逐渐呈现出城市突出的文化建设新亮点，有效改变了以往
古遗址、古城址保护形式单一、文化内涵展示不足、观赏效果
不佳、群众获得感不强的“地下气象万千，地上毫无生机”的
被动局面。河南省文物局局长任伟介绍，郑州市实施的生态
保遗项目选址依托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涵丰富，独具特色，
项目设计与建设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土地、
规划、群众生活、后期管理等多重因素，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遗
址生态文化公园传承文化、服务社会、优化环境、带动发展的
积极作用。如今，这些考古遗址公园不仅成了老百姓休闲娱
乐的好去处，更是激发和增强广大市民文化自信的文化地
标，强化了整个城市的历史纵深感和文化高品位，形成了文
物保护增强、居民环境改善、周边土地增值、城市品位提升等
文物保护成果多方受益、共享共赢的新局面。郑州市越来越
多遗址生态文化公园相继建成开放，让广大市民休闲游乐、
欣赏美丽风景的同时，领略古都郑州厚重的历史文化，感受
辉煌灿烂的黄河文明。

全力打造“博物馆之城”

博物馆是历史的保存者和记录者，也是保
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

为解决城市博物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市
民文化需求矛盾日益突出、历史文化展示不足、
功能发挥、体制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近年来，郑州
市先后出台了《郑州市博物馆事业发展三年行动
方案（2019—2021年）》《郑州市博物馆事业发展
扶持办法》《郑州市非国有博物馆扶持办法（试
行）》《郑州市非国有博物馆设立申报指导手册》等
多个配套性文件，用三年时间在全市建设博物馆
100家以上，在航空港区苑陵故城、惠济区大运河
文化片区、中牟绿博园片区、高新区双湖片区等
地打造了四个博物馆聚落，全面构建了中原文化
对外展示的“新窗口”和城市“会客厅”。

目前，郑州市基本形成“主体多元、结构优
化、特色鲜明、富有活力”的博物馆体系，全市博物
馆总数达到110家，国家三级以上博物馆10家，其
中郑州博物馆新馆、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郑州
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博物馆、汉代冶铁遗址博物
馆等一批国有骨干博物馆和中原金融博物馆、中
国粮食博物馆等一批专题性行业博物馆已建成
对外开放。黄河博物馆新馆、中国天文博物院、二
砂工业遗产博物馆、北伐战争纪念馆、南水北调
博物馆、青台遗址博物馆、大河村仰韶文化博物
馆等一批专题博物馆建设正在加快推进。鼓励社

会力量兴办天成博物馆、郑州华彩艺术博物馆等
一批非国有博物馆，由5家备案博物馆组成的大
信博物馆聚落和16家专题性行业博物馆已建成
运营。全市博物馆每年举办各类主题宣传社教活
动500多场次，推出各类主题展览650多个，更好
地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在中国博物馆协会成立 40 周年之际，2022
年 9月上旬，郑州市成功承办第九届“中国博物
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简称“博博会”）。
本届“博博会”紧扣“新时代的博物馆：创新·发
展·传承”主题，创新“4+4+100”模式（4大展览展
示、4项配套活动、100个小时直播），通过“云上”
体验，“云下”全国437家博物馆、208家企业参展
参与，10 万余人次预约参观、5.5 亿网络点击关
注，规模前所未有，创出历史新高，打造了一场

“永不落幕”的博博盛会，国家文物局、国际博物
馆协会执委会、中国博协和河南省委省政府先
后给予高度评价。郑州展区串联历史轴线，突出
不断代的中原文明脉络，凸显中原文化标识，有
效展示了郑州深厚历史文化资源和文博事业发
展成就，全面展现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黄河文
化、中原文明和“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行走郑
州·读懂最早中国”“天地之中·郑州”的主题形
象。国家文物局、中国博协分别向郑州市委、市
政府发感谢信给予肯定。

强力实施考古前置改革

考古发现不仅展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
历史脉络，探索未知，揭示本源，而且能够展示
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在人类文明体系中的特
殊贡献。

如何处理好城市建设与文物考古的矛盾问
题，更好服务城市建设发展需要，进一步破解建
设项目落地难、开工慢的体制机制障碍，有效降
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2017年9月，郑州市政府
决定将国有土地开发建设中的考古调查、勘探、
发掘实施前置改革。《关于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
有土地使用权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置改革的通
知》于2018年1月1日正式实施，将建设用地“先
出让，后考古”的传统做法改为“先考古，后出让”
模式，变过去被动跟进为提前主动完成，在国有
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前，提前实施考古
调查、勘探、发掘工作和完成审批手续，真正实现

“净地”挂牌出让，更好地促进了文物保护和城市
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互利共赢。通过再造文物考
古调查勘探流程，疏通制约项目落地开工的难
点、堵点问题，进一步提高服务效能，优化投资环

境，不断把“放管服”改革引向纵深。
郑州市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施考古前置改

革这一创新做法，既从源头上实现了文物保护
利用，又在战略层面配合了城市发展，得到文化
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国家自然资源部等部门
充分肯定，中国文物报、经济参考报、新华社等
媒体进行了宣传报道。2018年9月，河南省政府将
郑州市考古前置改革经验做法在全省推广；同年
10月中办、国办出台《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
革的若干意见》，吸纳了郑州考古前置改革经验。
2019年3月，国家自然资源部、国家文物局在郑州
召开全国首届土地出让考古前置工作研讨会进
行推广。2020年8月，郑州市考古前置改革经验被
河南省自贸办、河南省深改办列入“河南省自贸
区2020年最佳实践案例”；同年9月28日，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
习就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发表重要讲话时，专
门讲到考古前置改革。2022年 7月，国家文物局
等五部委联合印发《黄河文物保护利用规划》，
再次将“考古前置”纳入其中在全国推广。

加强文物保护科技创新

文化兴、城市兴。文化是一个地方影响力、
竞争力的重要体现。留住文化根脉，就守住了民
族之魂。

郑州是国家重点支持的六大遗址片区之
一，是全国典型的为数不多的文物分布密集型
城市。在 2010年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入
选《世界遗产名录》之后，2014年中国大运河通
济渠郑州段再次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文物已
成为跨国度、跨地区、跨文明交流的“主角”，承
载文明精髓，提升国家形象，增进不同文明和地
区的交流沟通及相互理解。多年来，郑州市注重
加强文物课题研究，不断加强阐释文物内涵价
值和基础研究，先后研究编制《郑州大遗址片区
保护利用战略规划》《少林寺塔林一期保护维修
方案》等20多个重要遗址保护规划方案。成立郑
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联合中国社科
院考古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开展《中国新石器时
代出土彩陶整理与研究》《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
成研究——裴李岗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等研
究课题20多项，先后立项研究课题、委托重大研
究课题以及联合中科院等科研院所开展科研项
目 200多个，选派优秀专家参与罗马尼亚、埃及
文物领域国际交流合作和国家“中华文明走出
去”工程，促进了郑州文物考古的国际文明交流
互鉴。先后成功举办“中国首届考古学大会”“中
国考古·郑州论坛”“亚太地区都城遗址与历史
城市保护研讨会”等十多个系列大型国际学术
会议，进一步提升了郑州文物保护与科研创新
工作影响力。

近年来，郑州市文物考古积极探索中华文
明进程，取得了一批丰硕成果。随着荥阳汪沟遗
址、青台遗址及郑州西南郊区的黄岗寺遗址、巩
义双槐树遗址等一系列仰韶文化城址取得重大
发现，一个具有早期城市群性质的大型聚落集
团面貌逐渐清晰，充分证明了 5300多年前的中
原地区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早期农业文明形
态。2021年5月7日，郑州市发布重大考古成果：
巩义双槐树遗址发现 5300多年前“河洛古国”，
实证了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

阶段，河洛地区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
文明中心，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
地区的关键史料，被业界专家称为“早期中华文
明的胚胎”。2022 年 9月 16日，国家文物局新闻
发布会公布了聚焦中国早期文明、早期国家研
究的最新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四项“考古中国”
重大项目。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作为河南
省郑州市唯一入选的四项重要考古成果之一。
此次发现的墓葬区主墓是郑州商城遗址目前发
现的陪葬品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等级最高的
贵族墓葬，是郑州商代王都近年来最具标志性
的重要考古新发现，独特呈现郑州商都历史文
化内涵，对于读懂中国古代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围绕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郑州
市在全面评估“十三五”文物事业发展状况的基
础上，研究编制《郑州市文物事业发展“十四
五”规划》，推出 20 多项重大举措，统筹推进十
多项重点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项目逐步落地。聚
集“华夏之根、黄河之魂、天地之中、文明之
源”，叫响“行走郑州·读懂最早中国”文旅主品
牌，打造“山·河·祖·国”文化标识，充分展示华
夏文明、黄河文化的主地标城市特征。按照省委
省政府实施文旅文创融合发展战略行动部署，
以郑州为中心，围绕“两带一心”城市历史文化
布局，高标准规划建设中华文明主题乐园，打造

“穿越中华文明 5000年”的沉浸式体验场景，加
快推进黄河、大运河、魏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和黄
河博物馆新馆、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商代
王城遗址保护、“河洛古国”遗址保护等重大文
化项目建设，积极构建“博物馆群+大遗址公
园”中华文明全景式集中展示体系，以文塑城、
以文化人，全面把郑州打造成以“炎黄子孙的寻
根之地、中华文化的朝圣之地、中华文明的体验
之地、国学教育的实践之地”为支撑的华夏历史
文明传承创新基地中的全国重地，不断提升郑
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文化软实力和国
际美誉度。

（撰稿：李生刚 张贺君 赵鹏 图片：王羿）

““天地之中天地之中””太室阙与中岳庙的中轴线太室阙与中岳庙的中轴线 中国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中国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 ““河洛古国河洛古国””双槐树遗址双槐树遗址 郑州商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郑州商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郑州商都书院街
商代贵族墓文物
M2：1，铜罍
M2：14，金覆面

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贵族墓文物 M2：10 玉戈

双槐树遗址出土牙雕蚕双槐树遗址出土牙雕蚕

黄河国家博物馆效果图黄河国家博物馆效果图

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鸟瞰图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鸟瞰图

郑州博物馆新馆郑州博物馆新馆

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

第九届中国第九届中国““博博会博博会””开幕式开幕式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

20222022年年““考古中国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大项目：：郑州书院街商代贵族墓葬区考古发现郑州书院街商代贵族墓葬区考古发现MM22底部殉狗坑及底部殉狗坑及MM22器物位置器物位置

双槐树遗址双槐树遗址
出土彩陶钵出土彩陶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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