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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是人与自然相

互作用的产物，是凝聚了人

类智慧和社会活动的自然产

物，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和

文明进程的实证。文化遗产

具有多重价值，其中的时代

价值是增强文化自信，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凝聚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力量的

根本所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针对文化遗产保护利

用做出了系列讲话和指示

批示。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明

确提出要加大文化遗产保

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

史文化保护传承，进一步阐

明了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提升

文物保护利用水平的重大战

略要求。

2022 年全国文物工作

会议提出了“保护第一、加

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

用、让文物活起来”新时代

文物工作方针。国家文物局

党组要求中国文化遗产研

究院要在继承发扬传统优

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目

标定位和使命担当，发扬开

拓进取、勇于创新的时代精

神，打造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国家队。如何打造文化遗产

保护利用国家队，中国文化

遗产研究院有着自己的自

信、思考与实践。

打造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国家队的思考与实践
李六三

2021年以来，文研院多措并举，推动建设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国家
队，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实践探索。

在政治建设方面。以国家文物局对文研院的巡视审计整改为契
机，查缺补漏，对存在的问题逐项落实整改，立行立改。一是不断完善
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制度，结合业务工作，开展常态化政治
理论学习。主要领导坚持领学并解读，带头讲专题党课。班子成员、中
层干部、业务骨干和全体党员聚焦落实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指示批
示、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文物局工作部署，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和交
流，并用高质量、高效率完成各项任务的实际行动诠释“两个维护”。
二是强化意识形态主体责任。根据《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实施办法》，调整院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并修订印发《中国文化遗
产研究院党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明确责任区分、问责
条款、责任清单等重要内容。对院网站、新媒体、学术论文与专著、学
术交流研讨，以及出版物等进行意识形态及知识产权审查，在全院强
化“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的意识。

在制度建设方面。从顶层设计出发，以问题为导向，以管准、管住和
管好为目标，主动查补内部制度缺漏，先后制订、修订了财务管理办法、
对外委托项目管理办法、政府采购管理办法、学术委员会章程、特聘研究
人员管理办法等20余项制度。建立了院内重要工作任务清单制，常态化
工作月度、季度、年度汇报机制，引导各部门对标对表，围绕年度中心工
作和重点任务，明确自身工作职责与分工。推动项目负责人制度改革，由
部门“一把手”担任项目负责人，科研人员根据专业专长担任技术负责
人，规避专业技术人员因不善管理带来不必要的项目管理风险。

在队伍建设方面。一是在国家文物局党组大力支持下完成了院
领导班子建设和业务机构设置调整工作，为事业发展做好组织保障。
二是有效利用新增岗位编制，2022年招聘了20名专业人员。以长城、
石窟寺、传统木结构、革命文物保护，文物防灾减灾研究与实践，世界
文化遗产保护、监测与研究，古文献研究等院重点业务工作为导向，
结合重点项目需求，进一步明确选人用人标准、底线和红线，用好新
增编制，向艺术研究、应用物理、地理地质、生物生化、应用化学等专
业短板倾斜。三是在人力资源管理上，打破部门界限，以项目制为导
向，统筹调配院内人力。针对国家委托的重大项目，组建跨部门工作
专班，抽调业务骨干负责专业技术，抽调青年人才参与项目实践。通
过工作专班的方式，锻炼院内青年队伍，提升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
四是在学术支撑上，新组建了院学术委员会，邀请了各学科各专业具
有较高学术造诣和高级职称、学风正派、责任心强的院内外专家学者
20余人担任学术委员会委员，提供学术发展战略咨询，提升院科研水
平和创新能力。同时，实施了特聘研究员制度，聘任一批业内专家和
大国工匠为本院特聘研究员，参与课题研究和项目实施。五是在扩大
合作方面，秉承“开门办院”原则，与多家科研院所及高校建立跨行
业、跨领域的战略合作关系，携手攻关行业技术难题。六是强化人才
培养。探索职业教育培训如何与学历教育融合发展，实现文物修复师
标准制定、人才培养、资质认证全流程管理，助力解决文保技术人才
供需结构性矛盾，为文物行业“大国工匠”的培养和使用探索出路。

在创新发展方面。一是巩固传统专业优势的同时强化了文化遗
产多重价值挖掘，推动文化遗产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加强了技
术文本价值研究部分的阐释要求。二是开展了院藏文物、古籍善本及
文物保护科研档案等文献资源数字化利用，推动文献研究成果活起
来，为文创开发打好知识产权基础。三是启动设立地方非公募文化遗
产保护利用基金会，已完成审批手续。本基金会将支持文化遗产价值
挖掘与研究、灾害评估与修复、保护规划与方案编制、人才培养、文化
遗产保护利用研究等工作。四是创新业务布局。制定了“立足首都、辐
射全国、走向世界”的业务布局，聚焦国家级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项
目，聚焦中央单位管理使用的文物保护单位，积极参与北京市文物建
筑腾退工作，逐步恢复在北京地区开展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的传统优
势。同时，根据业务发展需要有选择性地在北京十三陵、青岛、黄石、
应县、安岳、大足、承德、杭州、深圳等地与当地政府或机构联合设立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示范基地，合作开展文物保护利用工作。五是探索
形成集考古勘察研究、基础理论研究、规划设计施工、价值阐释与活
化利用于一体的全流程创新性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模式。通过研究好、
阐释好、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文化遗产，推动我国文物事业高质量
发展，助力诠释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构成中的重要地位。六是推动国
家文化遗产科技创新中心项目，目前已经完成项目建议书、概念设计
和签署土地使用意向协议等基础工作，上报国家发改委等待批复立
项。科创中心一经建成，将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文化遗产保护
基础理论创新、科技研发、成果评价、国际合作、人才培养、文物鉴定、
世界遗产监测和国家文物灾害应急指挥平台。

在国际交流方面。站在“文化遗产外交”的高度，调动全院力量，
全力组织实施国家委托的尼泊尔杜巴广场九层神庙、努瓦科特杜巴
广场王宫及周边附属文物建筑，柬埔寨茶胶寺、王宫遗址等文化遗产
保护修复对外援助项目。并以此为抓手，将单一的文物保护工程项目
逐步拓展至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文物价值研究挖掘、展示利用和旅
游规划等全领域合作。在国家文物局领导下，积极践行“亚洲文化遗
产保护行动”，筹建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秘书处，推动落实亚洲文
化遗产保护青年大使计划等相关务实合作项目。

在文化建设方面。以打造“优良的党风、扎实的学风、朴实的文
风、踏实的作风”为目标，构建团队的核心文化，引导职工将个人职业
生涯发展目标有机融入国家文化遗产事业和文研院整体业务发展规
划。一是在党风建设上，强化党风廉政建设，提高一体推进“三不腐”
能力和水平，打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结合工作实际出台需要
集体决策的“三重一大”事项清单和廉政风险点清单，组织修订了《中
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党委书记、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履行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清单》，制订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党委关于贯彻落实〈中
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的具体措施》和

《关于加强党委会决策落实督办的意见》。牢牢扎紧制度的笼子，不给
腐败留下空间。强化全院廉洁自律意识，特别是在外协事宜上，提升
安全风险管理意识，加强项目垫资的风险控制和对合同违约责任的
风险防范。同时，加强理想信念教育，通过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和对文物工作的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莫高精神，补足精神之钙。二
是在学风建设上，倡导民主开放、严谨治学的风气。通过召开青年座
谈会、研讨交流会等方式加强沟通，鼓励职工坚持真理、敢讲真话，加
强项目管理和财务知识、法律常识的学习，培养综合能力。三是在文
风建设上，要求科研人员以朴实、简洁的文风，写出科学合理、可行有
效的规划方案、修复方案、科研论文、课题成果。四是在作风建设上，
提出“专业、敬业、务实、协作、担当、有为”的目标要求。鼓励科研人员
敢于担当、勇于奉献，专业敬业、主动作为、团结协作、善做善成。

未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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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传统专业优势，积
极开拓创新发展，持续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国家队建设向更高质
量、更高水平、更高层次发展，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事业做出更
大贡献。 （作者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文化遗
产保护利用国家队的重任。文研院的前身可追溯至 1935
年成立的“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实施处，由时任北平市长
袁良先生兼任首任负责人，由朱启钤先生（“营造学社”创
始人）、梁思成、刘敦桢等人担任技术顾问。在历经 7次名
称与职能变化之后，于2007年8月正式更名为中国文化遗
产研究院。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88年的发展历程中取得了丰
硕的成就。曾承担国家重大文物保护维修工程项目，如山
西永乐宫建筑整体搬迁保护工程，故宫午门、天坛、明长
陵、玉泉山玉峰塔等北京标志性文物建筑保护修缮工程，
云冈石窟抢险加固工程，重庆大足宝顶山石刻加固工程，
河北正定隆兴寺修缮工程，山东定陶汉墓保护设施工程
等。曾完成国家重大文物保护科技项目，如敦煌莫高窟起
甲壁画修复、山东临沂金雀山帛画揭裱、长沙马王堆汉墓
出土竹木器漆脱水修复、广东“南海Ⅰ号”船体及出水文物
保护等。曾实施开展国家重大历史文献资料整理工作，如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吐鲁番出土
文书整理等出土文献整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
案备案、全国馆藏以及文物建档备案等。曾作为全国文物
修复人才培训基地发挥重要作用。如1952年至1980年，曾
举办 4期全国古建筑培训班，共计培养了 138名中国文物
及古建筑保护工作的骨干力量。此后，陆续组织了近百次
国内外培训项目，累计培养了各类急缺专业技术（管理）人

员千余名。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家文物局党组的领导下，文研

院在科学研究、科技创新、文物保护修复、人才培养、对外
交流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和学术成就，为新时
代文物事业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一是持续开展科学研
究，不断提升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创新能力。主持或参与了
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1000余项，其中国家级重大专项课题
30余项，包括科技支撑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
家万人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面向行业需求，全力推进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申
请国家专利技术近 20 项，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
奖、中国测绘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多项荣誉。二是落实国家
委托的重大基础性工作，积极发挥智库咨询作用。紧密围
绕国家文物事业发展，主持完成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二
五”“十三五”规划编制，参与《“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
创新规划》编制和论证、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在
国家文物局指导下，组织开展了全国石窟寺保护状况专
项调查。协助国家文物局开展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申报遴选。响应国家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完成深圳改
革开放时期文物纪念地调研、评估标准和保护管理办法
制订等重点工作。搭建并持续运维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
测预警总平台，加强长城保护管理平台建设。三是践行文
化遗产保护、修复、管理实践，助力文物事业纵深发展。完
成了 100 余项重大文物保护修复项目。其中包括天安门

华表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维护保养、应县木塔保护研究、重
庆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保护等数十项技术难度大、社
会关注度高的大型国家重点和示范性文物保护项目；完
成全国红色标语调查、延安革命史迹保护利用等 10余项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项目；完成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
石质文物等 50余项岩土文物保护项目。完成左江花山岩
画文化景观、海上丝绸之路·中国重要史迹等 10 余处世
界文化遗产申遗项目和申报项目，持续编写中国世界文
化遗产年度保护状况总报告。四是发挥文博人才培训示
范基地作用，辐射带动行业人才能力建设。完成中长期技
术类培训、短期高级技术人才研修、专业技术人才管理类
培训等 70余项培训任务，为全国培养相关专业技术与管
理人员近万人次。编制的《文物修复师国家职业技能标
准》已于 2021 年获得人社部批准实施，成为我国文物行
业第一个职业技能标准。五是配合国家外交大局需要，积
极开展对外交流合作。持续开展援外文物保护工程重大
项目，完成尼泊尔九层神庙、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柬
埔寨吴哥古迹等多项保护修复工程；与英国、法国、意大
利、塞尔维亚等国建立学术交流机制，开展长效合作；配
合国家文物国际交流合作战略布局，践行亚洲文化遗产
保护行动。

经过 88年的奋斗，文研院的综合实力和发展质量迈
上全新台阶，也为新时期打造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国家队奠
定了坚实的理论、实践和人才基础。

自信源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历史与成就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总结几代人的理论成果和实
践经验基础上反复思考，认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国家队应
具有以下特征。

必须要有更高的政治站位和担当精神。坚决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决策部署是国家
队的使命职责，必须勇于担当、甘于奉献，杜绝“推、拖、
绕”，努力完成国家文物局党组交办的各项任务。提高政治
站位，就要从“文化遗产外交”的高度出发，要以援外项目
为抓手，在国际竞技场上显示中国实力，贡献中国智慧，讲
好合作友谊，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提高政治
站位离不开党建工作的支撑，国家队要坚定理想信念，严
守意识形态阵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要全面落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严守政
治规矩和组织纪律，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必须要有明确的业务定位和发展模式。以国家行业
发展规划为指引，选准业务重点发展方向。明确业务定位
就要针对国家文化遗产发展战略的需求和行业发展存在
的瓶颈来设计自身的任务。要立足本院历史上积累的丰
富文献资料、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专家智库资源开展研究，
业务范围要聚焦国家级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研究与实
践，树立行业标杆，引领行业规范。要聚焦国家级重点课
题、重大项目和重要任务来擘画业务发展。要勇于承担长
期悬而未决的项目，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探索未知世界
和行业难题，既要开展理论研究，更要聚焦解决实际问
题。业务规划要具有国际视野，要瞄准国际最前沿理念、
技术加强学习，积极参与解决世界性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难题。

必须要具备一流的专业实力和综合能力。勇于担当，
还要善做善成。国家队的业务实力要能覆盖文化遗产保护
利用涉及的考古勘察、基础研究、保护规划、设计方案、修
复施工、预防保护、价值挖掘、活化利用全链条全过程。一
流的专业实力需要一流的人才支撑，国家队既需要以研究
能力和实践能力为导向，在实战中培养有能力、有担当的
管理人才和大国工匠，也需要根据发展需求开放多种渠

道，引进懂技术、懂理论的领军人才。通过建设高质量多元
化人才团队，全方位、多角度助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高质
量发展。

必须要具备持续创新发展的能力和动力。创新是引
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首先是基础理论研究方式的创新，要
把握好科技赋能机遇，通过大量的科学实验构建中国传
统建筑科学理论，对中国传统营造的科学原理开展实证。
对千年木塔不倒之谜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通过大
量的科学实验确认文化遗产的风险所在，对症施策加以
保护和利用。其次是要在加强文化遗产价值的深度挖掘
方面实现创新发展。不论是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规划，还
是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实施方案，都要加大对文化遗产本
身多元价值的研究与挖掘，充分揭示文化遗产本身所具
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科技、艺术、民俗、宗教、结
构、材料、环境、美学、哲学、历史和时代等多重价值，让
社会各界充分认识和理解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重要意
义。第三，在活化利用方面的研究也要创新。文化遗产保
护决不能简单地划个范围，一围了之。文化遗产的价值在
当代的体现就是时代价值，只有古为今用，将文化遗产深
深融入时代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相
结合，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相结合，才能更好
发挥其独特的宣传教育作用。实现的路径可以很多，图书
图录和教材、音像视频多媒体、线下线上展览展示等等，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参与性活动就是旅游。以文塑旅，以旅
彰文，实现文旅融合发展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作为文化遗
产保护和利用的国家队必须要做好后半篇文章，在有效
利用和让文物活起来方面要加强研究，积极探索文化遗
产保护利用发展之路。第四，业务布局要创新思路，发展
空间定位必须立足首都、辐射全国、走向世界，要在全国
范围内有选择性地建设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示范基地，结
合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构建设计施工一体化运作模式，
实现全链条业务布局。

必须要有规范科学的管理机制。不负责任地下放权
力，就是为自由散漫、各自为政、跑冒滴漏和拉帮结派推波

助澜。作为国家队必须通过制度建设扎紧束缚权力的笼
子，通过建立起完善的制度体系，做到管理规范有据。要完
善经费管理机制，通过规范外协经费管理和政府采购管
理，加强经费使用风险防控能力，降低管理风险和廉政风
险。要讲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和业务规范，也要讲职业道
德、敬业精神和事业情怀。要以重大课题、重大项目、重大
任务、重大奖励、重大贡献、重大荣誉为导向持续完善职称
评聘、干部使用、绩效奖励、岗位调整等管理机制，激发团
队协作精神和干事创业的活力。

必须要具有大局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文化遗产保护
利用内涵丰富，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复杂性，需要跨领域、
跨行业、跨学科、跨专业合作开展综合研究与实践。一方面
要打破院内部门壁垒，针对重大课题、重大项目和重大任
务，统筹调配全院人力资源组建跨部门协作的工作专班；
另一方面要坚持开门办院，积极打造合作平台，整合高校、
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等各方科研力量，各展所长、各尽所
能，共同研究行业重大课题、重大任务、重大项目，满足国
家文物事业发展战略需求。

必须要具备优良的工作作风和精神面貌。作为国家队
必须要具备优良的党风、扎实的学风、朴实的文风、踏实的
作风。这需要持续强化党性修养，弘扬爱岗敬业精神，秉持
严谨治学的态度，坚守职业道德和操守。始终以饱满的热
情、昂扬的斗志、坚韧的毅力、奉献的精神，创造性地开展
工作，不断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在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
作为。

必须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守住安全底线。以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为遵循，在工作中严
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原则，层层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确保办公环境消防安全，确保实验室、施工工地、压力容器
等操作安全，确保科研队伍意识形态安全和思想稳定，为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创造平安、和谐、稳定的环境。

以上八个特征虽未能全面概括国家队应具备的特征，
但大体上勾勒出国家队应具备的“又红又专”的事业品质
维度。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国家队应具备的特征

建设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国家队的实践探索

庆阳北石窟加固技术研发与示范现场工作推进会壁画彩塑文物保护修复技术培训班

大足石刻卧佛弟子像岩石表层风化程度（微观结构）探测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