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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

时光前行，不舍昼夜。
2022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的

一年。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

和指示批示精神内涵丰富，涉及保护、管
理、传承、利用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为确立
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
础。党的二十大站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从多个
方面对加强文物保护利用作出部署。全国
文物工作会议胜利召开，确立“保护第一、
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
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全国文物系
统以此为遵循，狠抓基础、拓展格局，文物
保护管理切实加强，文物研究阐释成果丰
硕，文物展示利用积极拓展，文物工作队伍
不断壮大，让文物活起来蔚然成风。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开局之年。

文物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表示，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紧扣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这
条主线，将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与实
际工作相结合，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
想问题、办事情，明方针、重落实，不断
加强队伍和自身建设，增强工作责任感使
命感，深刻把握做好文物工作的重要意
义，全面完整践行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
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保护第一：
像爱惜生命一样保护好文物

“保护第一是统领新时代文物工作方
针的第一条，深刻揭示了保护是首要任务、
基本前提，维护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风
貌完整性、文化延续性是做好文物工作的
出发点、落脚点”，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
家文物局局长李群说。

202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修订取得重大进展，《“十四五”文物保
护和科技创新规划》稳步实施，全国文物建
筑预防性保护试点工作顺利推进，廊桥、壁

画彩塑保护行动计划制定，全国文物火灾
隐患整治和消防能力提升三年行动圆满完
成，全国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专项行动持续
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
年）圆满收官、5大发展目标总体实现、6个
重点项目成效明显，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
动纵深推进，援缅佛塔保护修复项目启动
实施……一年来，文物事业发展打下坚实
基础。

莫高窟洞窟内，一群人正在小心翼翼
清理着什么，他们时不时交谈几句，复又归
于安静，只听到唰唰的声音。这是敦煌研究
院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文物修复。“一腔爱，
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
归处，是敦煌。”以樊锦诗为代表的一代代
敦煌人，驻守大漠，坚持“保护第一”，像爱
惜生命一样保护着文物。

做到保护第一，关键是在具备客观条件
的基础上，统筹好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
护、本体保护和周边保护、单点保护和集群
保护，因地制宜、因情施策，统筹采取不同保
护手段，系统保护各级各类历史文化遗产。

公布“威海湾一号沉舰遗址”为第一批
水下文物保护区、公布山东省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进一步
揭示齐国故城城市格局、推动“稷下学宫”遗
址考古取得更加确凿的证据……山东积极
践行“保护第一”的理念，履行文物保护主体
责任，健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机制，把文物
保护管理纳入国土空间规划，落实“先考
古、后出让”制度，全力确保文物安全。

“山东文物系统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
遵循，毫不动摇坚持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
锚定‘走在前、开新局’要求定位，加强各级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加强齐长城、大运河、
黄河文物的保护，推进革命文物、古建筑、
古遗址、石窟寺及石刻文物的保护工作，强
化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推进馆藏库房标
准化建设，实施馆藏文物保护修复计划，完
善山东省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网络体系。
加强城乡建设中的文物保护，积极采用微
改造‘绣花’功夫，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
记住乡愁。”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
记、厅长，省文物局局长王磊表示。

新疆石窟寺是我国石窟寺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新疆多元一体文化荟萃、多种宗教
并存的历史见证。加强新疆石窟寺的保护，
事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事关文
化润疆战略全面实施，事关丝绸之路经济
带核心区高质量建设和文明交流互鉴。新
疆各级党委、政府将继续高度重视文物保
护工作，大力开展石窟寺考古研究、抢救保
护、环境整治和展示利用等工作，让石窟寺
再现辉煌。

加强管理：
不断提升文物领域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加强管理，是做好文物工作的重要保
障。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凸显了“加强管理”
的关键性、迫切性，具体体现为强化文物管
理责任，改革创新管理方法，集中体现为加
强队伍建设、加大财政投入、提供政策支持，
关键是统筹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

国家文物局内设机构“三定”规定修订，
地方文物考古机构编制建设取得积极成效，
包括“文物科学与技术”“文物”在内的文物
保护学科体系构建，文物考古事业单位职工
野外工作津贴标准大幅提高，全国文物事业
经费稳中有升，人才队伍建设持续加强，文
物领域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不断提升。

北京紧密围绕“四个中心”城市功能定
位，突出“一村三山五园”，海淀三山五园国
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扎实推进；上
海积极探索社会文物改革综合试点，宽进
严出，支持文物回流；广东积极探索博物馆
三权分置改革试点，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国
有博物馆的运营管理；山西大同、江苏南京
探索博物馆总分馆制，在展览策划、团队建
设、宣传推介、人才培养等方面，形成资源
共享、互惠互利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我们将落实好中央编办和广东省编
办关于加强文物和考古机构编制保障的通
知要求，增设文物保护管理机构或者加挂
文物保护管理机构牌子，进一步优化内设
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壮大文博人才队伍；
充分利用科学信息技术保护、利用、展示、修
复文物古迹。”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龙家有介绍道。
下一步，广东将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

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的实施意见、在城乡
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的实施意见、“十
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实施方案、推进
博物馆改革发展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完
善文物保护管理制度。

挖掘价值：
充分展现文物的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

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开创性地提出
“挖掘价值”的任务，是新的时代条件对文
物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要在保护好文物本
体基础上，深入挖掘好、研究好、阐释好文
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时代
价值，讲清楚文物蕴涵的哲学思想、人文精
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把马克思主义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观、方法论、认识
论、精神品格等方面的契合性、相容性揭示
出来，为推进“两个结合”、创造人类文明新
形态提供理论支撑，为有效利用打好前提。

展览是博物馆参与加快构建中国话语
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
国声音，展现中国形象的重要途径。“何以
中国”“和合共生”等展览讲述中华文明宇
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为中华文明
与世界多元文明交流对话搭建桥梁、织就纽
带；“冰雪双城盛会——从 1202到 2022”主
题展览，服务国家大局、献礼北京冬奥；“血
浓于水：香港历史建筑中的家国情”展览，
为港澳台文化遗产交流合作培育新亮点。

“要给大家好好讲，告诉大家我们党是
怎么走过来的。”游客正在通过VR观看遵
义会议线上展览。为深挖细掘、大力阐释革
命文物背后的故事，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
故事、英雄的故事，遵义会议纪念馆运用5G
通讯、三维 VR 技术、多媒体等手段，将展
览、藏品搬进“云展厅”，通过“5G+VR遵义
会议纪念馆”小程序、精品语音讲解在线服
务平台，即可听到生动、立体的红色故事，让
广大干部群众从革命文化、红色资源中，润
物无声地接受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传
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下转2版）

本报讯 记者李瑞报道 1 月 28
日，经北京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 的 《北 京 中 轴 线 保 护 管 理 规 划
（2022 年 —2035 年） 》（以 下 简 称
《规划》） 正式公布实施。据北京市
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规划》 是
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必
备材料之一，《规划》 的公布实施
将为有效保护管理北京中轴线文化
遗产发挥“压舱石”作用，也标志

着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迈上新
台阶。

自 2012 年 北 京 中 轴 线 被 列 入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以
来，北京市一直高度重视中轴线的
保护传承工作，并于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 《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
护条例》，此次 《规划》 也正是对
标世界遗产保护要求，为北京中轴
线的保护管理提供方向策略和基础

依据。
“申遗文本、保护管理规划和保

护条例是并行开展的‘三驾马车’，
三个文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北京
中轴线申遗保护相关规划工作的负
责人、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历史文化名城规划所所长叶楠说，
通过保护管理规划，可以让我们进
一步明确到底要怎么样去保护和管
理好遗产。 （下转2版）

本报讯 由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文物报社主办的第二十届
（2022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日前正式启
动，本届推介活动设特别奖若干，精品奖 10个，优胜奖若干；国际
及港澳台合作奖和入围奖若干。

为落实国家文物局加大对博物馆优秀展览宣传推介的要求，
主办单位将在推介活动结束后，择优资助相关展览编辑出版《策展
笔记》，并举办学术研讨、策展培训、获奖项目专题展等相关活动。

参评推介项目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部门择优向
推介活动办公室推荐，中央部门、军队系统及其有关单位推荐的陈
列展览，可直接报送至推介活动办公室。纸质申报材料报送时间截
至2023年3月1日。

相关材料可登录中国博物馆协会网站（https：//www.china⁃
museum.org.cn/）或中国文物信息网（https：//www.ccrnews.com.
cn）查询下载。 （推介办）

《北京中轴线保护管理规划
（2022年—2035年）》公布实施

第二十届（2022年度）
“十大精品”推介活动启动

兔年春节小长假，在国家对新冠病毒
感染实施“乙类乙管”措施后的首个团圆年
里，更多民众走进博物馆，触摸历史、体验
非遗，感受文化年味，为新年“文化出游”增
添新路径。

古遗址和新春烟火气和谐交织

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里，随处可见的兔
年新春装饰将这里布置得分外热闹，年味浓
浓。在冬日温暖的下午，来自天津武清的赵俊
哲，这个刚满20岁的小伙子走进熙熙攘攘的
遗址公园，特意来参观教科书中的大水法。

春节期间，圆明园遗址公园每天免费提
供 3万张门票，同时举办新春游园活动，让
新春烟火气和古遗址和谐交织，韵味无穷。

三糖（吹糖人、糖画、糖葫芦）、茶汤、风
车、皮影是新春游园的标志。老百姓过年就
是奔着高兴、传统和满足感去的。在中国红
的货架旁，中国结下，招幌边，人们排起了
长队，要一个玉兔的糖画，一个葫芦的糖
人，一个呼啦啦的风车。在福海晶晶亮的冰
场，身着八旗士兵服装的表演者正演绎着
绵延百年的清代皇家“冰嬉”盛景。

位于西洋楼遗址区的“劫灰飞尽 笃行
致远”爱国主义教育主题展厅内，人头攒
动、摩肩接踵。有老幼携同的亲子家庭，也
有旅行社开年旅游的积极参与者。在遗址
区，大学生小王一家人早早地来到这里参
观。“我和大家一样对遗址焚毁前后的对比
图片看得时间最长也最感慨。”不少人拿出
手机，对历史文字信息拍照、诵读。

入宝刹逛艺博观吉物咏新春

这里曾贮藏经典、高悬巨钟，这里曾见
证明清之盛衰，历经沧桑的万寿寺如今作
为北京艺术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大年初四

一大早，来自四川自贡的王冉然来到位于
北京古长河岸边的艺博游览。他感叹：“祖
宗遗存，我们应倍加珍惜，文化传统更要世
代传承。”

在这个修葺五年刚重张的博物馆吉寿
文物专题展展厅内，记者看到，不少观众前
来参观打卡。在吉祥字牌和灯笼组成的吉
寿用语互动装置下，老年朋友们边诵读、边
拍照，为新年祈福。

踱步书法艺术展区，在观摩书法精品
后，对于能上手书写，很多观众跃跃欲试，
竟出现一人书写，几人观摩，轮流上阵的火
热场面。

年节中，博物馆里祈福又祈寿的吉庆
文化倍受大家喜爱，不仅是年轻人，很多老
年人也走进文创展卖店精心挑选，把吉庆
文化带回家。

探寻“北京人”起源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

遗址博物馆与之相邻。正月初三，在春节最
冷的一天，记者驱车50公里，赶赴周口店村，
探寻这一世界文化遗产和古人类学圣地。

“北京人”生活在距今 50 万年到 20 万
年，周口店遗址博物馆的建筑以“北京人”
石器为造型，充满代入感。展示内容为发掘
出土的古人类、古动物和文化遗物。

天气的冷冽挡不住人们访古寻幽。“快
看，山顶洞人是在这儿发现的”，来自浙江
的大山一家五口中有中小学生和幼儿园小
朋友，兴趣盎然地“探秘”着十几个遗址发现
点。参观的人群中，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占比
不少。穿着红袄、戴着红帽子的大妈仔细观
看展柜中的洞熊骨架，坐在轮椅上的大伯被
家人推着，在远古人类的化石前慢慢鉴
赏……在《中国更新世主要人类化石分布
图》前停留了很长时间的理工科大学生小
蓝告诉记者，远古的人类乃至动物化石带
给了当代人很多想象纬度和思考的空间。

“北京人”头盖骨、山顶洞人不仅在中
国享有盛誉，也是全世界人民巨大的科学

财富。来自日本的四口之家，驻足于“北京
人”化石丢失展区，仔细听着讲解，口中不
停表示“惋惜”与“遗憾”。

博物馆里过大年，文化味新年俗

传统的新春佳节，蕴含着人们对新的
一年美好愿景。2019年以来，国家文物局连
续三年组织全国博物馆开展“博物馆里过大
年”系列活动，得到了各博物馆积极响应。

随着文物保护力度增大，新时代十年，
博物馆受到全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到博
物馆去”成为人们的生活日常，全国现有备
案博物馆也由十年前的 3866 家增加到
6183家，博物馆正逐步走向社会文化舞台
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
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挖掘文物和文化遗
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
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博物馆正
是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的积极践行者。

喜迎癸卯新春，据不完全统计，在国家
文物局的筹划组织下，有900余家博物馆策
划推出了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
展览和活动2200余个。其中，生肖主题系列
展览和活动300余个，让公众更好感受传统
节日的浓厚氛围；结合当地民俗文化、传统工
艺和馆藏文物特点，推出特色鲜明、风格浓郁
的民风民俗体验活动，带领观众感知文物的
丰厚内涵。丰富多样的展教活动受到了观
众的喜爱和社会各界的欢迎认可。这背后
是主管部门的精心组织，是博物馆的有效
安排，是工作人员“祥和有我”“逆行作息”
的奉献意识，才能圆圆满满、红红火火地

“博物馆里过大年”，敞开大门说——“欢迎”！

博物馆里过大年 品味文化新年俗
本报记者 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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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27日下午，四川省文物局局长王毅一行赴三星
堆博物馆督导节日安全工作。

王毅在检查停车场、综合馆、文物修复馆、青铜馆安全工作
后指岀，博物馆要始终把安全工作放在首位，要进一步落实文
物安全责任制，细化安全措施，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对灯光照
明、展柜展具等设施设备安全作专项重点检查，梳理问题清单
予以整改，务必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要做好游客服务，提升科
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科学设定入馆限流人数并细化工作预案，
通过实施分时预约、限流、错峰、延时等措施，同时加强文明参观
的宣传引导，确保观展安全，努力让新春佳节到访观众乘兴而
来，满意而归。

王毅在博物馆新馆建设工地强调，三星堆现有设施已不能满
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观展需求，新馆建设十分迫切。要进一步强化
专业技术支撑，攻坚克难，实施好文物预防性保护，优化展陈设
计和布展，提升博物馆信息化智慧化水平。要加强人才队伍建
设，努力培养一支高水平管理团队。要对标国际一流博物馆，按
照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和世界文化遗产相关要求和标准加快
新馆建设，力争新馆在明年春节前投入运行。王毅还向坚守一线
岗位的文博工作者表示慰问，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确保整个春节
期间安全平稳。

四川省文物局副局长李蓓，德阳市、广汉市有关负责同志，
相关专家以及省文物局有关处室负责人参加督导。 （川文）

本报讯 春节前夕，“国子文脉——历代进士文化艺术联
展”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开幕。

展览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为主
旨，选取故宫博物院、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孔庙和国子监博
物馆 179余件文物珍品，通过“进士之路”“博学鸿儒”“艺苑
群英”三个主题单元，展现历代杰出人物在哲学、经学、史
学、文学、艺术等方面取得的非凡成就，以及为中华文明的繁
荣发展作出的不朽贡献。

“进士之路”单元选取古籍、书画、文房、陶瓷、玉器、印
章、家具等多类文物，直观形象地展示了进士的来历和科考的
影响。“博学鸿儒”单元主要展示历代进士在文化方面所取得的
成就和影响。基本按照时代排序，通过文物展现不同时期在理
学、心学、史学、重大文化工程、科学、训诂、教育、鉴藏、
家教家风等各方面作出重大贡献、有较高历史地位的进士群
体。“艺苑群英”单元主要展示历代进士在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
和影响。通过文物展现唐、宋、元、明、清各个时期在诗词、
书画、艺术理论等不同艺术领域有较高造诣的人物。

该展由故宫博物院、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孔庙和国子监博
物馆主办，在故宫午门正殿及东雁翅楼展厅、孔庙和国子监博
物馆艺术厅同时展出，展期至4月2日。 （张小筑）

本报讯 中医药是中国各族人民在几千年生产生活实
践 和 与 疾 病 作 斗 争 中 逐 步 形 成 并 不 断 丰 富 发 展 的医学科
学，蕴含了中华民族深邃的哲学思想。1 月 18 日，“智慧之光
——中医药文化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1 月 19 日起对公
众开放。

展览以中医药文化为主线，精心遴选 500 余件（套）文物藏
品，类型涵盖玉石、陶瓷、骨器、金银器、古籍、书画、革命文物
等，辅以 200 余件（套）药材实物。按照“文明之钥”“摄生之道”

“灵兰秘典”“器药撷英”“传承创新”五个单元，从发展历程、防
治观念、医学典籍、中医药材、诊疗器具、未来展望、国际合作等
不同角度出发，辅以多个数字影像和互动项目。力求充分展现
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理念的中医药文化体系，深刻反映中医药
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演进和对世界的杰出贡献，深刻阐释中
医药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引导广大观众深刻
感知中华民族对于生命健康、人类福祉孜孜不倦的上下求索。

（翟如月）

四川省文物局领导督导
三星堆博物馆安全工作

历代进士文化艺术联展
亮相故宫

中医药文化展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