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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以下简称“遗产日”）活动
主题为“文物保护利用与文化自信自强”。6 月 10 日前后，
全国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深入推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
教育为主线，围绕主题策划开展形式多样的遗产日活动，以
丰厚的历史文化滋养现代美好生活。

北京

6月10日，2023年遗产日北京市主场活动暨北京白塔文化
周开幕式在北京市白塔寺管理处举办。活动现场公布2023年度

“北京最美文物守护人”宣传推介结果，启动2023北京白塔文
化周系列活动。文化周活动持续至6月16日，包含开幕式、专
题展览、文化讲座、公众活动、文化市集、闭幕式六个版块，
设计了十余项丰富多彩的主题特色活动，多角度呈现中尼两国
丰富优秀的文化资源，共享中尼两国历史文化交流和遗产保
护成果，促进中尼两国人民的友好互亲和文明互鉴。

遗产日前夕，由北京市文物局和北京地区各世界文化遗
产保护机构共同发起的北京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联盟于周
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正式成立。遗产日期间，北京地区各
遗产管理机构、十六区及博物馆等文博相关单位，围绕自身
资源特色，开展系列文化活动50多项，包括展览、活动、讲
座等多种类型。北京市天坛公园管理处推出“文物保护利用
与文化自信自强——保护遗产传文化·点亮天坛耀中轴”宣
传活动，颐和园管理处开展“传承古建营造技艺 弘扬彩画
灿烂文化”颐和园德和园线下主题活动，恭王府博物馆和中
国昆剧古琴研究会共同主办第十六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
遗演出季”，于6月9日至17日在恭王府大戏楼上演五场古琴
和四场昆曲表演。

东城区开展线上线下集章打卡、研学体验等活动；海淀
区开展文物志愿者授旗仪式、文物资源调查与现状评估工作
启动仪式和“寻迹三山五园”文物志愿者挑战赛等活动；石景
山区举办“呵护千古文明 赓续璀璨薪火”遗产日主题活动，
通过博物馆进校园的形式，讲述数字化文物、文物保护知识；
怀柔区于箭扣长城开展“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共建美好精神家
园”主题活动，邀请公众参观长城修复实践基地展览，了解长城
保护知识。北京市文物局系统多家单位陆续举办主题活动，如
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都城肇始——纪念北京建都870周年考
古成果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古钟纹饰印刷体验活动、北京
艺术博物馆《万寿寺与北京大运河》讲座等。 （京文）

河北

6 月 10 日，2023 年遗产日河北省主场活动暨泥河湾
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揭牌仪式在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举办。

活动现场，为泥河湾、赵王城、邺城 3处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揭牌，至此，河北 7处大遗址已全部获准挂牌或立项；
表彰“2022年度河北文物好新闻”推介作品并为获奖媒体记
者颁发证书；公布“公众心目中的河北文物十大国宝/十大
国保”和“2018-2022年度河北十大考古发现”名单。现场
活动结束后，与会嘉宾观摩考察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及
泥河湾研究中心，并在泥河湾遗址参加公众考古活动。

（杨逸尘）

山西

6月10日，由山西省文物局，中共运城市委、市政府主办
的遗产日山西主场活动在运城解州关帝庙举行。活动现场发布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山西工作成果，连线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兴县
碧村史前遗址、垣曲北白鹅周代墓葬地下方舱实验室、夏县东
下冯遗址等考古发掘现场，并与考古人员进行互动问答。

与会领导共同启动“山西文物数字博物馆”上线试运
行，这一应用可为公众提供查询、浏览、检索、导览、鉴
赏、互动等一站式服务。《山西文物大系·山西出土青铜器
全集》中的《闻喜酒务头卷》新书首发仪式同时举行，该书
涵盖山西古建筑系列、山西石窟寺系列、山西青铜器系列等
12个系列项目。文艺展演环节，以歌、舞、话剧、非遗演艺
等文艺形式讲述文化遗产故事。

会场还设立文物专家咨询台，为公众免费提供文物法律
法规、政策解读等方面的咨询服务。同时，主办方将全省39
处国宝级文物保护利用试点、考古发掘阶段成果、文明守望
工程以展板形式进行展出，19家非遗传承人在现场展示非遗
技艺。 （晋文）

内蒙古

6 月 10 日，2023 年遗产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主会
场活动在赤峰市巴林左旗开幕。开幕式现场举行辽上京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揭牌仪式并发布辽上京和辽祖陵遗址考古
新发现和新成果。当日下午，开办首届辽上京论坛之 《都
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实践与探索》 主题讲座，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董新林、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
员张志强、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刘翔宇、
内蒙古博物院副院长张文平分别作了专题讲座。之后，来
自 8 个省份的 10 家考古遗址公园举行“古都考古遗址公园
联盟”签约仪式。 （蒙文）

黑龙江

6 月 10 日，由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遗产日黑
龙江文物保护主场活动在哈尔滨市阿城区举行。会场推出
文物保护宣传片展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共建签约、文物
主题游径推介、考古发掘启动、精品展览和群众文艺演出 6
大看点。

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哈尔滨市文广旅局、阿城区文
广旅局等共同推出“一眼万年 黑龙江文明探源游”、轨

“记”巡礼——中东铁路建筑游、哈尔滨记忆之旅、金代历
史文物游等 12条文物主题游径。2023年金上京会宁府遗址

考古发掘工作也同时启动，金上京遗址考古发掘领队介绍了
金上京遗址历年考古发掘成果，省文旅厅副厅长侯伟为考古
队授旗。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阿城区人民政府签订

《金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省区共建协议》。
主会场还开展了群众文艺展演、文物保护普法宣传、文

物鉴定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组织包括普法、展览、推
介、交流等不同形式的 202项文物保护宣传活动。在这里，
广大游客和市民还可观看《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坚定龙江文
化自信自强》等黑龙江省文物保护与考古成果宣传片，参观

“金代历史文物”等精品展览及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陵址、金
上京会宁府遗址。 （龙文）

上海

6月 9日下午，2023年遗产日上海主会场活动在杨浦滨
江明华糖仓举办。现场进行了“最上海”城市文脉推荐线
路发布、杨浦文物数字管理平台上线、上海市文物建筑保护
利用创新中心揭牌、“非遗美食推荐官”召集令发布、第二
届“非遗新体验”国潮文创设计大赛启动等活动。上海市文
化和旅游局与华建集团完成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

在主会场活动之一的“传承·活化·共享”建筑遗产保
护利用专家分享会上，建筑保护专家聚焦上海各类建筑遗产
保护和活化利用，用一个个经典案例阐释上海城市更新过程
中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理念和经验。 （沪文）

江苏

6月 10日，由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文物局）、盐城
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3年遗产日江苏省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
盐城东台西溪文化景区举行。

活动现场发布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文物事业高质量发
展案例。“革命文物看江苏”融媒体传播展示活动等11个案
例入选 2023年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案例；“苏州文物建筑保
护利用的探索实践”等 10个案例入选 2023年文物事业高质
量发展案例。

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盐城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
现场签约，双方将在考古发掘、人才培养、盐业考古基地建
设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随后为“盐业考古基地”揭牌。盐
城还举行“文物赋彩美好生活”图片展、擎旗江苏——新四
军东进北上革命文物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
20周年活动、第七届传统工艺青年论坛等活动，宣传展示文
化遗产保护利用新成果新进展。 （苏文）

浙江

6月10日，由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浙江省文物局主办
的遗产日浙江主场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举行。

活动现场，第十七届（2022年度）全省博物馆十大陈列
展览精品奖获奖单位代表上台领奖；2022年度浙江考古重要
发现、2022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第二十届 （2022 年
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2022年度全国文化遗
产十佳图书、2022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全国文物事
业高质量发展优秀案例、第五届“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等
获奖单位和代表接受表彰。

随后，浙江省文物局公布 5条集中展示专题历史文化的
文物主题游径。举行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揭牌仪式，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安吉县教育局等单位与安吉古城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签订研学实践合作协议。发起以“共推传
统文明 共建文化自信”为主题的“长三角媒体关于浙江考
古遗址公园保护利用联合推广计划”，首批媒体代表共同签
署倡议书。全省各区市文物保护志愿队和湖州市各县 （区）
文物保护志愿队代表接受授旗表彰。

安吉“以竹代塑”主题临展免费开放。主办方还邀请省
级文博单位设置特色展示摊位，由相关专家为市民、游客提
供免费鉴赏服务和文物鉴定讲座，结合现场文物普法宣传展
板等进行文物保护科普。 （浙文）

安徽

6 月 9 日下午，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 （安徽省文物

局）、芜湖市人民政府主办的 2023年遗产日安徽省主场活动
在芜湖市举行。

活动现场，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芜湖工作站揭牌；发布
芜湖铁画数字化产品和芜湖市优秀文物建筑“一房一册”项目
成果；芜湖市文旅局与安徽大学历史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为纪念人字洞遗址发掘25周年，芜湖市博物馆一楼展厅
推出“亚欧大陆最早的人类遗存——繁昌人字洞遗址考古发
掘25周年成果特展”；三楼展厅推出“铁骨画魂——芜湖铁
画专题展”。

除芜湖主场活动外，亳州举办“六载·千年——亳州建
设工程六年考古成果展”，全面展示亳州 2018-2023年考古
工作阶段性最新成果；合肥开展考古体验活动，带领中小学
生前往市区考古工地现场，体验文物发掘；歙县开启徽州古
城奇妙夜——文物“徽”说话沉浸式游园活动；宿松县文物
保护中心、宿松县博物馆等单位联合举办“送展进基层 文
物在身边”——走进宿松县二郎镇鸡公山活动。据统计，全
省各地文旅文物部门、文博单位组织开展遗产日线上线下活
动共计230余项。 （皖文）

福建

6月10日上午，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福建省文物局
与龙岩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2023年遗产日福建主会场活动
在龙岩市永定土楼景区举行。

启动仪式现场举行 《八闽物语——福建不可移动文物
精粹》 图书首发仪式、福建省第二届“最美文物守护集
体”与“最美文物守护人”颁奖仪式。此外，广州市天河
区和龙岩市永定区携手开展“逐梦世遗土楼 追忆红色血
脉”文物主题游径共建工作，加强对口资源合作及文旅资
源互动交流和传承利用。现场还为观众带来了原生态客家
山歌 《客家山歌万万千》、客家风情歌舞 《谜语山歌》 表
演。本次活动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了专
题展览、非遗展演等一系列以文化遗产保护为中心的宣传
展示体验活动。

（闽文）

江西

6 月 10 日，由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江西省文物局）、
鹰潭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3年遗产日江西主会场活动在鹰潭
龙虎山举行。开幕式上，公布了第一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立
项名单和“江西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当天还举办了大上
清宫遗址考古成果展、“龙虎天下绝”专题展、非遗展演、
非遗集市等活动。

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也组织开展了海昏文化
进社区、搭建“金色海昏”微型流动展、发放《江西省南昌
汉代海昏侯国遗址保护办法》宣传品、“趣味猜文物”“文物
知识抢答”等互动游戏、诵读儒家经典、海昏历史文化讲
坛、体验“遗址巡查员”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普及文物知
识，传播保护理念。 （赣文）

河南

6月10日，2023年遗产日河南主场活动在郑州启动。活
动上郑州商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揭牌，发布了“文明探源·
仰韶文化”“早期中国·夏商文明”“盛世气象·巍巍国都”

“天地之中·历史建筑”“大河安澜·治黄史迹”“赓续传
承·红色精神”6条“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河南首批文物
主题游径，同时还举行了河南首场“红色文物说——晋冀鲁
豫四省革命文物优秀讲解交流推介活动”、河南文物保护利
用宣传项目推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学发展联盟成立仪式和
商文化研究中心揭牌仪式。

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实地参观郑州商城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并了解郑州商都文化会客厅相关情况。此外，全省通
过省市联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的方式，组织开展近 400项
特色主题活动和文物惠民活动。 （豫文）

湖南

湖南省 2023 年遗产日主场活动于 6 月 9 日至 11 日在娄
底体育公园举行。活动现场有来自各市州的 158 项非遗项

目参展参演，省内各大博物馆推出多种形式的主题活动。
湖南博物院围绕“文物保护利用与文化自信自强”这一

主题，策划推出国内首部西汉王侯生活溯源网生微纪录片
《西汉有稀罕》，并启动常态化公益文物鉴定咨询服务活动
等。长沙简牍博物馆推出“文物修复”“面塑体验”“简牍书
写”三大活动。永州市博物馆举办“当摩崖石刻遇见女书”
主题活动，通过摩崖石刻拓片技艺现场教学、女书书法现场
书写等吸引观众。 （湘文）

贵州

6月10日，2023年遗产日贵州省主会场活动在遵义海龙
屯启动。启动仪式上，海龙屯诗歌朗诵、独唱《你一直等在
这里》、情景展示《府志传诗咏遵义》等人文韵味浓厚的节
目接踵亮相，现场发布了以红色、历史、生态、非遗、科普
等为主题的30条贵州省首批特色研学旅游线路，为遵义师范
学院教学实践基地授牌，为2022年度“最美文物守护人”及

“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获奖代表颁发荣誉证书。
活动为期三天，共包含“云读山水——多彩贵州人文

行”“讲述贵州文物故事”“海龙屯研学”以及“非遗展示体
验”等版块。在“讲述贵州文物故事”活动中，贵州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讲述了大松山墓群如何见证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形成过程，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副主任何烨为
大家讲解海龙屯军事防御艺术。在海龙屯研学活动中，来自
汇川区第九小学的 150 余名学生体验射箭、拓片和田野考
古，了解土司弓道历史文化和射箭物理原理、文物研究和分
析知识以及考古与文物保护的意义。 （贵文）

陕西

6月10日，由陕西省文物局主办、西安市文物局承办的
2023年遗产日陕西省主场活动在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举行。

为深入探索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利用新路径，汉长安城
特区管委会与陕西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携手成立“大遗
址保护利用联盟”，活动现场举行了汉长安城大遗址保护利
用联盟签约仪式。陕西省文物局与省测绘局共同签署了

《深化文物保护和测绘地理信息协同发展合作协议》，从加
强党建、“陕西省文物测绘工程中心”建设、重大项目合
作、构建陕西省文物测绘标准体系和历史资料共享利用等
方面共同提升文物保护利用水平。省文物局与省地质调查
院合作共建“陕西省考古地质研究中心”，在活动现场举
行授牌仪式。

主会场揭晓第三届“最美陕西文物安全守护人”宣传推
介入选（入围）结果，并向11名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省文
物局公布沿黄文化主题游径、中共中央转战陕北主题游径和
大汉文化主题游径等陕西省首批文物主题游径。

全省各市、县文博单位和省直单位组织开展了汉阳陵
“汉风古韵传承文明 非遗同行共育新人”、府谷陕西长城论
坛、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大‘户’人家——石鼓山商周墓地
考古发现十周年展”等200余场线上线下活动。 （陕文）

甘肃

6月10日上午，2023年遗产日甘肃主会场活动在陇南市
举办。活动由甘肃省文物局、中共陇南市委、陇南市人民政
府主办。

开幕式上播放了甘肃岩画数字化保护成果宣传视频，公
布2023年甘肃省示范性文物保护项目名单和首批甘肃省文物
局重点科研基地名单，与会领导为相关单位代表颁发证书、
授牌。在陇南市博物馆新馆建设情况介绍完毕后，出席领导
共同启动陇南市博物馆新馆开馆仪式。与会人员参观“陇南
市古代文明展”及“碑刻拓片展”“敦煌壁画展”，实地参观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万象洞石刻题记。主会场还开展了《肇兴
陇右——早期秦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国之祭礼——礼县
四角坪遗址考古发现》专题讲座及系列非遗展演。

除陇南主场活动外，全省其他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
同步开展了690余项主题宣传活动。 （甘文）

新疆

6月1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
第十一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周新疆主会场活动在富蕴县可
可托海镇开幕。

活动现场表彰了一批为文化遗产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单
位和个人。为2022年度“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获奖
的两位文物修复师、全国“非遗工坊典型案例”入选单位、
20名“新疆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获得者、“让历史照亮未
来——新疆文物全媒体传播作品（新媒体）推介展示”获奖
作品等颁发荣誉证书。举行《国宝里的新疆》（第二季） 首
播仪式，为各地州及部分学校捐赠图书 《带你走进博物馆
——和田地区博物馆》，揭幕“2021-2023年新疆考古新发现
图片展”、新疆文物文创集市、非遗集市等。

全疆各地同步开展 570余项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
展示活动。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文物局） 联动多地融媒体中心，
开启“行走6地，倾听来自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声音”系列直
播活动；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吐鲁番学研究院、北京
大学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策划
推出“踏着古道游新疆·车师古道公众考古”活动。

巴州焉耆县文旅局（文物局）面向县域内中小学生在焉耆
县博物馆开展“我在博物馆里修文物”活动。阿克苏地区文博
院（博物馆）采用图文展板+现场讲解+VR眼镜+车载可视化
导览互动的方式，讲述新疆“四史”，走进阿克苏市第五小学开
展“小小拓片师”研学活动。新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举办“保
护文化遗产 创造美好生活”流动图片展。克州文旅局策划推
出“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主题活动，直播展示克州博
物馆馆藏文物。伊犁州博物馆和塔城地区额敏县博物馆都制
作推出了以著名文物点、博物馆及馆藏文物为题材的短视
频，讲述当地文化遗产故事。 （新文）

（整理：翟如月）

聚焦“文物保护利用与文化自信自强”各地遗产日活动精彩纷呈

新疆主会场活动（李莉/摄）

山西数字博物馆小程序

2022年度浙江考古重要发现授牌仪式

观众在北京白塔寺参观遗产日专题展览

参观黑龙江金上京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