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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被国务院批准公布
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区内文物资源众多，663平方公
里内分布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 9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30处、区级文物保护
单位 38处，还有 190处未定级的不可移动文物。特别
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临淄墓群，共有封土墓葬
145个，涵盖数量多、分布范围广，墓葬保护与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摩擦，文物安全责任重大，文物
执法工作艰巨。此次查处的临淄区人民医院擅自在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临淄墓群保护范围内违法建设
案，是近年来查处的文物违法案件的典型代表，该案
件的办理在当地引起广泛关注，提高了全社会重视文
物、保护文物的意识。

建立健全组织架构，筑牢文物保护基础

一方面不断完善机构建设，2021 年 2 月成立临
淄区文物局，为区政府序列正科级行政局，编制 10
人，下设编制 16 人的正科级事业单位文保中心，成
立山东省首家区县级文物考古研究所。另外，抽调
精干力量，在山东省率先成立文物执法中队，落实
好文物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加强执法人员业务学
习。实行“请进来”和“走出去”措施，邀请省市相关
专家前来授课培训，组织执法人员到外地先进地区
学习办案经验，快速提高业务水平，打造过硬执法
队伍。通过人员调配、完善架构，进一步加强了文物
保护管理组织领导、机构队伍建设，为临淄区文物
事业稳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丰富监管方
式。建设文物安防监控平台，实现安防手段的数字
化、智能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招聘专职文
物保护巡查员，实施全领域、全天候专职巡查，提高
文物保护力度；进一步推行文物长制，提升文物保
护联动机制，完成文物保护员队伍的建立，加大文
物保护力度。

不畏办案压力，严格依法履职

此次案件属于未经批准擅自在文物保护单位的
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在文物领域是典型的违法
行为。但是因为同一当事人在同一个建设项目上，因
为同一违法事由、不同的违法行为被行政处罚三起，
属于系列案件。此外，当事人在整个项目动工之前已
经办理了该宗地的考古、勘探手续，可以说并不存在
主观上故意违法的情况。之所以出现违法行为，主要
是因为项目规划不合理。虽然在规划的时候考虑了文
物保护单位，规划方案没有侵占文物保护范围，但是

没有考虑实际施工过程中挖掘基槽等行为扩大了施
工范围，造成客观上违法的情况。因当事人的身份和
违法原因等特殊情况，给办案单位增设了难题。到底
处不处罚、怎么处罚，在当地引起广泛关注。淄博市临
淄区坚持“违法必究，有案必查”，顶住办案压力，经过
与当事人耐心细致的沟通，宣传法律法规，取得当事
人的认可和配合，案发两日内完成整改，顺利完成案
件办理，给社会公众一个满意的答复，树立了文物主
管部门的良好形象。

强化四个“必须”，筑牢文物保护防线

必须将文物保护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严格执
行“先考古、后出让”制度，在立项、选址前，建设单位
必须征求文物行政部门的意见，规划选址首先要考虑
文物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施工前必须逐级办理考古
调查勘探手续，解决工程建设未批先建的问题，坚决
守牢文物安全底线。

必须加大执法巡查，特别是文物保护单位周边、
密封的建设工地等场所的检查，及时发现违法行为，
避免文物伤害，切实保护文物安全。

必须提高服务意识，加强与辖区内有建设项目的
企事业单位沟通，主动作为，上门服务，促进工程建设
与文物保护工作协调开展，减少文物执法和工程建设
的矛盾，实现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必须加强部门配合。加强和自然资源、规划、行政
审批等部门的配合，大力实施“先考古、后出让”制度，
加大文物法律法规宣传力度，在临淄区形成文物保护
的浓厚氛围，提高企业办理文物手续和保护文物的自
觉性、主动性，力争将文物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阶段，
避免出现违法行为再进行查处。

辽宁省朝阳博物馆藏有一副精美完整
的辽代玛瑙围棋子，这副围棋分黑、白两
色，各有棋子186粒。棋子呈扁圆形，双面凸
隆，厚约0.8厘米，直径1.6厘米至1.8厘米，
光滑润泽近似玉质。为迄今为止发现的年
代较早、保存较完整的玛瑙围棋子。这副围
棋的出土可以说是历史上辽宁人开通包
容、聪慧睿智的完美体现。

围棋的历史起源于中国，在春秋战国
时期已有记载，传说是帝尧发明。《左传·襄
公二十五年》载：“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
耦。”现在所说的“举棋不定”就是由此而
来，并常用以比喻做事犹豫不决，拿不定主
意。史书亦有“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的记
载，古人称之为“对弈”。它是中国文化深厚
底蕴以及古人智慧的体现，更是中国文明
的高度浓缩。

如果我们沿着古老的西拉木伦河（今
辽河）溯流而上，来到一千多年以前，在塞
北草原上曾崛起过一支对中国乃至世界历
史都产生重要影响的游牧民族——契丹
族，他们剽悍勇猛、好战威武，统治的疆域
极为广阔，包括今北京市、河北省北部、东
三省、内蒙古、外蒙古以及今俄罗斯贝加尔
湖、外兴安岭以南、库页岛。从历史上辽代
的疆域来看，辽宁全境都处于大辽王朝的
统治范围之内。

契丹族具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特质，“畜
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
家。”游牧民族在人们印象里通常是骁勇善
战，粗犷豪爽，但普遍经济文化落后，但其
实却不然。早在辽建国前，由于部落间的频

繁战争与迁徙，契丹人不断地向周边其他
民族扩散，在持续的“汉化”过程中，逐渐与
中原汉文化融合。契丹族作为一个由游牧
民族组成的部落联盟，其文化、习俗以及生
活方式等方面也与其他游牧或半游牧民族
不同。契丹贵族因受唐代围棋盛行的影响，
非常喜爱这种娱乐项目。据《契丹国志》载：
辽人“夏月，以布易毡帐，藉草围棋、双陆，
或深涧张鹰”。“藉草围棋”是指契丹人或是
坐在草垫上下围棋，或是在草原上随处席
地而弈。

在内蒙古赤峰宝山 1号墓出土的蚌质
围棋子，据墓中题记记载，下葬时间为辽天
赞二年（923），墓主为“大少君”次子，年仅
14岁的勤德，应为高等级契丹贵族。该墓属
于辽代早期，从墓主人的年纪以及地位可
知，围棋在辽建国前就在契丹贵族内十分
盛行，且将其用于下一代军事思维和文化
素质的培养方面。

辽建国后，随着汉化浪潮的到来，围棋
更是得到蓬勃发展，成为上至帝王、下至百
姓喜爱的社会娱乐项目，无论契丹人或是
汉人均十分精通。朝阳博物馆藏玛瑙围棋
子为辽中期常遵化墓出土，据墓志记载：
常遵化，常山郡（今河北正定县一带）人。
长期在霸州（今辽宁朝阳市）等地担任官
职，辽代本就有“事死如事生”的丧葬习
俗，陪葬品一般均为墓主人生前常用的珍
贵喜好之物。其出土的围棋子与当时中原
地区所流行的围棋制式相同，且为玛瑙所
制。在生活中，只有十分流行被大众普遍接
受的珍贵物品，才会选用更加精致昂贵的

原料制作，无论是在当时的辽代还是现代，
玛瑙都是十分高档的奢侈品。这副玛瑙围
棋子的出土，不仅证明当时辽人对于围棋
的喜爱和重视程度，也体现了他们对于汉
文化的充分融合与发展。当然，拥有如此精
致考究棋具的人，其本身必定也是一位围
棋高手或狂热的爱好者。契丹族人与汉人
在长期的共同性增长的基础上，民族之间
的共性逐渐增多，互相学习共同发展。

同时，辽人开明包容的特质，不仅体现
在对于多民族文化的接纳和融合上，还体
现在对于辽国女性的态度上。作为一个典
型的封建王朝，辽国对于女性却不像同期
其他王朝那样有过多的限制。在辽宁法库
县叶茂台辽代妇女墓中出土的 21 枚围棋
子，为黑曜石所制，如此稀有材质棋子的出
土不仅证明了辽国人对于围棋的普遍接受
程度，而且是辽代女性社会地位的具体表
现。从近年来考古发现中辽代女性墓葬出
土的许多娱乐活动类陪葬品来看，在当时
的辽代，无论是马球、射柳还是围棋、双陆
等活动中均有不少契丹女性的身影，她们
在社会层面和生活层面都发挥着自身的作
用。辽人男女平等的思想一直影响着辽代
的后人们，如今的辽宁人始终对女性秉持
着一颗尊重平等之心。

被誉为“共和国长子”的辽宁是我国重
要的老工业基地之一，拥有丰厚的自然资
源，雄厚的工业基础，悠久的历史文化，优
越的地理位置。辽宁人开通、包容、团结、和
谐的性格特质，也与生养他的这片土地息
息相关。

从辽代玛瑙围棋子
看古人的智慧与包容

李飞泉

走进国家大剧院
共享“婺风遗韵·春天里”

本报记者 肖维波

守牢执法一线，守护基层文物安全
“某单位擅自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临淄墓群保护范围内违法建设案”办案体会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文化和旅游局、文物局

文物行政执法关系到整个文物行政治理体系的
建立完善和相应文物资源的投放布局，是提振文物事
业活力的重要抓手。河南省郑州市文物稽查大队办理
的郑州高新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小双桥遗址保护范围内擅自施工破坏遗址案（简
称“小双桥案件”），得益于长期以来秉持“有案必查、
违法必究”的工作理念，更离不开相关部门的大力协
作，保证办理每一起案件都成为文物保护工作的实操
典范，以此获得针对不同对象在不同境况下执法经验
的积累。

大力配合，加强部门间紧密协作

多年来，大队在办案过程中重视部门协作，尤其
是重视与公安刑侦机关的协作，为文物行政执法工作
提供重要保障。2009年，与郑州市公安局共同建立防
范打击文物犯罪工作机制，在实际工作中，公安刑侦
机关积极提前介入文物行政执法之中，为维持执法现
场秩序、认定违法犯罪性质、提高办案的震慑力起到
了重要作用。就“小双桥案件”而言，首先将它当作刑
事犯罪案件来对待，进行细致甄别后，在确定并非涉
及刑事犯罪的基础上，将案件进入行政处罚程序。可
以说，与公安刑侦机关的合作就是从严从重打击惩处
违法犯罪行为着眼着手开展工作，打造和谐健康的工
作环境，为相应的各类文物事业正常有序发展保驾护
航。近年来两家协作再结硕果，郑州市公安机关专门
成立郑州市公安局打击文物犯罪侦查支队，确定了专
门机构人员用于与郑州市文物局的工作协作，成效显
著。“小双桥案件”的成功办理，也得益于该支队的及
时成立和大力配合。

柔性执法，建立更为妥帖的执法路径

郑州市文物局相关领导非常关心和支持文物
行政执法工作，将执法作为守住文物安全这一红线
底线生命线的重要抓手。在实际案件查办中，主管
领导带领一线执法人员亲临违法现场，与公安机
关相关领导和同志共同研判案情，锁定证据，作出
决定。局主要领导对“小双桥案件”处理非常重视，
认真听取汇报，通过各种方式畅通执法渠道，建立
更为妥帖的执法路径，消减当事人对执法活动的
情绪对立。在案情明晰情况下坚持开门办案，局主
管领导带队前往当事人管理机构，向该部门通报
案情，讲明政策、讲理说法，宣传文物保护法律法
规，既向当事人敲响了法治警钟，又为及时处罚收
缴罚款铺平了道路。既柔性执法又不失威严的做
法，为我们的日常文物行政执法工作增添了新的
体验和经验。

缜密研究，确定案发地点和范围

郑州市文物局下属办案机构文物稽查大队是成
立年代较早、执法经验较为丰富的一支专职执法队
伍。特别是一线执法人员，都是与文物行政执法工作
共同成长起来的老队员，他们年富力强、正当其时、对
办案高度负责。

小双桥遗址位于郑州市北部郊区，占地较大，在
当地村庄尚未拆除时，区域内自然村多达 5个。其间
沟渠、生产路、村民生活生产用房、农田生产设施纵横
交错，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支离破碎，甚至很多
保护范围位于建设控制地带的外围。因此，在执法中，
仅凭发布的基于原有村庄及村庄道路为参考和边线
的文字表述，加之原岳岗村回迁房已建成，地物地貌
发生了很大变化，很难确认违法地点具体所在。为办
好该案件，防止错案发生，执法人员本着对办案高度
负责的决心，尽最大可能利用好手头资料，通过对各
时期的卫星地图严格适时实地比对，缜密不懈充分研
究，最终确认了案发地点位于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
围内，对该案的定性和最终处理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累积经验，加强文物法制宣传教育

在办案中，相关执法人员走访摸底、研究案件、
给案件定性，将文物法制宣教工作贯穿于案件处理
的始终。在确定违法当事人进行立案查处后，认定当
事人为政府性投资公司，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了
执法询问，履行了法定职责，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此外，相关领导多次与当事人上级机构进行
沟通与磋商，通过其内部管理运行，展开柔性执法，
推动文物行政执法更加科学化、精准化的同时，也使
办案能够根据案件情况和处理进程更具针对性、阶
段性特点。

在多年的办案实践中，郑州市文物局和郑州市文
物稽查大队一直非常重视案发当地街道乡镇和当事
人所属单位的重要地位作用，通过沟通协调，消除误解
和抵触，帮助当事人化解心结、敢于面对处理，走出了一
条具有特色又行之有效的办案与宣传法制相结合的执
法道路，达到“办理一起案、教育一条街”的执法效果，从
而在更大格局范围、更高层次方面达到行政执法预防违
法的目的。正是这种工作理念和实际经验的落地生根，
在郑州市文物行政审批前置程序的引导下，近年来全市
建设类涉及文物违法案件大幅降低。

在今后的工作中，郑州市文物稽查大队将通过加
大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巡查频次，以稳健、审慎、坚
实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将相对有限的文物行政执
法力量投入运用到最恰当的地方，为文物事业的大发
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依法执法笃行不怠 因势利导提升效能
“某公司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小双桥遗址保护范围内擅自施工破坏遗址案”办案体会

河南省郑州市文物稽查大队

完成整改后的临淄墓群正在实施文物长制网格化管理

朝阳博物馆藏辽代玛瑙围棋子

四月的北京，繁花似锦，五颜六色，绚
丽多彩。4月 8日，由国家大剧院、金华市委
宣传部、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共同主办
的一场由金华非遗传承人用传统手艺和工
匠精神倾情呈现的文化盛宴——2023“婺
风遗韵·春天里”金华非遗周活动在国家大
剧院启幕。

作为“京韵·婺风——非物质文化遗产
南北交流展”的尾声压轴大戏，2023“婺风
遗韵·春天里”金华非遗周活动运用非遗生
动的语言，把江南的春天植入国家艺术殿
堂，展现其独具匠心，小雅之大美，让观众
犹如步入宋韵江南的画卷，品味一场非遗
美学的盛宴。

连接现代生活，共享非遗之美

非遗传承要“见人、见物、见生活”，为
了让金华非遗更加走近京城百姓，连接现
代生活，绽放迷人光彩，此次非遗周活动以
新晋人类非遗“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
关习俗（婺州举岩）”为核心，汇聚22位金华
非遗传承人、42个非遗代表性项目、150余
件茶非遗产品，通过现场活态静态展示、仪
式感与舞台化演绎、观赏性与生活化并重，
在国家大剧院谱就“春语——望江南”“春
意——相见欢”“春行——满庭芳”三部曲，
让观众从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沉浸
式体验古婺茶香，体会宋韵茶境，体悟诗画
江南。

“春语——望江南”该部分分为“婺”
“语”“风”“华”“遗”“珍”“韵”“致”八个板
块，每个板块选取一位富有金华辨识度的
非遗代表性项目。“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
相关习俗（婺州举岩）”传承人现场炒茶，婺
州窑陶瓷烧制技艺传承人现场绘陶，永康
锡雕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盛一原现场“打
镴”……一边是非遗传承人秀核心技艺，一
边美陈其项目代表作，动静结合的表达让
观众沉浸式体验，行进式观展，感受古婺之
春一城山水一壶茶的诗情画意。

“春意——相见欢” 观众步入“婺风

遗韵·春天里”，盎然春意扑面而来，茶香氤
氲里，敬江南茶礼，品八婺春茶，赏非遗演
艺，传播八婺茶韵芬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满满的仪式感，宾主相见如沐春风里。

“春行——满庭芳”舞台下，八婺展位
琳琅满目，舞台上婺剧舞蹈《天女散花》入
梦如幻，恍惚间，《十八蝴蝶》翩然而至，引
领观众步入西展厅观赏金华非遗精品展，

“少年非遗说”由东阳木雕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黄小明、黄艺瑞父子共话《匠心传
承》；《闻香识茶》听孩子们循着茶香讲述他
们眼中的人类非遗婺州举岩茶及其宋代点
茶技艺；“婺风遗韵”在一群孩童的嬉戏声
里，畅聊关于中国春节的美好记忆，让观众
沉浸其中，感知非遗传承的无穷魅力，及其
不断释放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
响力。

与非遗大师对话，
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婺州举岩茶源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
明清，婺州举岩茶点茶技艺也在宋代渐入
兴盛。点茶时将茶叶末放在茶碗里，注沸水
调糊，同时用茶筅不断搅动，茶末上浮形成
粥面，在粥面点茶作画。浙江金华陆羽茶书
院婺州举岩茶宋代点茶技艺传承人雷琳
说：“古代文人雅士在喝茶的过程中以斗
茶、行茶令、茶百戏来增加更多乐趣。”她很
欣慰，这次活动吸引很多观众前来体验，以
民间力量广泛传播非遗茶知识，弘扬中华
茶文化。

东阳木雕距今已有 1000多年的历史，
传承至今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手艺人的坚
守。作为东阳木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黄小明为观众带了 6件作品，希望通过
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学习这门手艺，把东阳
木雕的千年文化传播出去。

“平时对非遗了解得不多，今天真是不
虚此行。”周末带孩子来国家大剧院参观的
北京市民王迪说，孩子觉得很新奇，更愿意
参与体验，体验了好几个项目，这些项目的

传承人都非常耐心，一边教孩子体验步骤，
一边为他们讲解非遗项目的历史和意义，
每个人都收获满满。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金华作为浙江的非遗大市，目前已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项目1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36个，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131个，市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480个；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 26 名、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75
名、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576名；有以东阳
陆光正创作室为代表的国家级非遗生产性
保护基地1个，浙江省级非遗旅游景区、文化
传承生态保护区等各类非遗保护载体69个，
金华市级268个，数量均居浙江省前列。

本次非遗周活动期间组织开展的20期
“人在草木间”非遗体验公益课，都特邀金
华非遗传承人现场授课。婺州举岩茶宋代
点茶技艺、花灯制作技艺、蓝印花布（植物
染）、宋韵香篆、宋韵插花、浦江十字花、浦
江剪纸等一堂堂非遗体验课，宋韵雅然，春
意盎然，让学员们在体验过程中传承非遗
技艺，学习工匠精神，感受婺风遗韵、诗画
江南，共享非遗之美、文化之兴、春日之盛。

金华市副市长赵秋立表示，将以此次
活动为契机，秉承“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
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通过完善保护
体系、拓宽活动载体、活化创新利用，切实
提升非遗保护传承发展水平，推动非遗在
新时代绽放新光彩焕发新活力，赋予“诗和
远方”更多文化内涵。

国家大剧院副院长戈大立表示，非遗
是文明的传播和延续，作为国家级综合艺
术展示平台，国家大剧院始终愿与社会各
界携手，继续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与弘扬贡献力量，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愿更多民众在非遗之美
的浸润下，体会历史文化遗产所承载的中
华民族基因与血脉，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现代生活连接中绽放的迷人光彩。

非遗周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