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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非
西城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职员

史可非自
2008 年 毕 业
后至今扎根基
层，从事文物
保护专业技术
工作。2021 年
借调至北京市
西城区文化和
旅游局从事中
轴线保护相关
工作。

带着保护
好、利用好、传
承好珍贵文化资源的使命感，史可非参加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与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十三五”西城区文物腾退、西城区
古桥普查，西板桥考古发掘、郭守敬纪念馆开放等业务工作，为其
进行文物保护利用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他先后完成地安门雁翅
楼、京师贤良祠、历代帝王庙、杨椒山祠等专题研究工作；主持西城
区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志设置工程、《西城区不可移动文物单位监测
预警体系构建及预防性保护研究课题研究》与《圣祚隆长寺文物信
息采集》等课题；承担地安门雁翅楼形制研究、景山寿皇殿建筑群
匾文复原、中轴线保护重点工作《正阳桥疏渠记》碑文复原等工作
任务。

在多年一线工作中，史可非逐渐探索走出一条工、学、研结合
之路，以工促学、以学深研、以研推新，加强保护。先后发表《试论清
朝在对历代帝王庙建成统一多民族祭祀体系上的贡献》等论文数
十篇和调查报告20余篇，主编专著5部、参编专著5部。2013年入选
北京市西城区第三届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名录，2017 年荣获
2015—2017年度“北京市文物安全工作先进个人”表彰。

吕鑫
北京民俗博物馆展览陈列科、藏品研究科负责人

工作20余
年来，吕鑫持
之以恒、不懈
努力，为北京
民 俗 博 物 馆
文 物 研 究 保
护、展览策划
传播、古建修
缮 保 护 作 出
重要贡献，为
抢 救 保 护 传
承 中 国 民 俗
文 化 付 出 诸
多努力。

在岗位上，吕鑫主要负责不断完善北京民俗博物馆藏品体系
建设，征集保护研究民俗文物，抢救保护了“六必居”“同仁堂”等一
系列老字号的重要传统民俗文物。截至目前，馆藏民俗文物已达
8500余件（套）。

同时，吕鑫注重利用各类文物展览和线上媒体平台，北京民俗
博物馆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这里是北京》栏目组合作拍摄的《这里
是北京——我们的节气》专题视频、策划“崇德尚善——北京民俗
博物馆馆藏匾额文物展”等展览，充分挖掘文物内涵，展示传统文
化价值。他还注重馆际交流，推动展览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一
方面携博物馆精品文物赴云南昆明、贵州贵阳、内蒙古鄂尔多斯、
福建泉州等11座古代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举办“一带一路”系列
交流展 11项，展览直播累计关注量达 400万人次；另一方面，带领
团队先后引进昆明市博物馆“揭秘古滇国——滇文物文化展”、云
南民族博物馆“滇韵——云南民族民俗展”、江海博物馆“尽扇尽美
——江海博物馆馆藏扇面文物展”等展览10余项。

在吕鑫的推动下，一批馆藏文物和相关展览在线上精彩亮相，
走进大众视野。2016年至今，他还带领团队成功申报“东岳庙七十
六司及阜财殿东侧后檐抢险修缮工程”等文物修缮保护工程类项
目7项。

朱玉京
海淀区文化和旅游局文物利用科科长

自2015年
起，朱玉京任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文 化 委 员
会 文 物 管 理
科科长，2021
年 起 任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文 物 利 用 科
科长。9年来，
他 亲 历 海 淀
区文物事业从基础较弱的过渡期发展到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
区的新阶段，是海淀区新时代文物工作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

朱玉京坚持重心在基层，通过广泛通知、印发文件、组织培训和
各类会议，推进部门监管责任、属地街镇主体责任、文物管理使用单
位直接责任得到切实落实。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基础上，他带领科
室同事率先完成了107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基础档案制作和保护范
围、建设控制地带划定工作，文物记录档案110万字，基础台账清晰，
为全面掌握文物现状、科学管理和合理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依据相
关法律法规，结合海淀区实际情况，朱玉京海牵头梳理明确了文物保
护各类项目评审流程，编制申报审批模板，相关行政许可程序不断

完善。
2020年 9月，北京海淀三山五园入选国家文物局公布的首批国

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名单。从示范区申报到创建的全过程，朱
玉京始终是主要承办人，他积极对接协调各牵头单位，统筹整体工作
推进，组织各类会议调研、撰写文字材料。同时，他还直接负责海淀区
不可移动文物智能保护系统、三山五园研究基地建设、示范点位文物
活化利用等重点项目，参与并推动了清华园车站旧址保护利用、文物
巡查员队伍建设等项目，工作经验具可复制推广性。

续晓玉
北京房山云居寺文物管理处文物保护科科长

20 世 纪 90
年代，续晓玉来
到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云
居寺工作。怀着
对文物事业的
热爱，30 年里，
她从一名普通
讲解员成长为
可以独当一面
的文物科科长。

为 确 保 文
物安全，她不断
加 大 人 防 、物
防、技防等方面的管理力度，不畏山高路远、严寒酷暑带头进行安全
巡查。在云居寺文物管理处2019年实施的第一期云居寺藏明代纸经
和清代龙藏木经板保护修复项目中，她带领文物科和修复方人员严
谨认真地完成繁杂的文物点交工作，积极组织并参与项目阶段性验
收，使云居寺珍藏的明代纸经等珍贵文物得到保护和修复。

在日常工作中，续晓玉精准管理，不断强化工作措施。通过理清
工作思路、高度关注细节、勤于沟通联络、发挥带头作用等措施，安全
有序完成了分管的文物库房管理、文物本体修复、文物本体病害调
查、藏品移库、文物数字化等工作。近年来，她先后主持完成了 30余
个外展、20余个内展的策划及布展、6个展陈改造项目、5000余件文
物的数字化信息采集、4个库房改造中涉及的5万余件（套）藏品移库
及2万余件文物的病害调查等工作。

张延坤
昌平区南口镇市民活动中心主任

2008年4月，
张延坤从部队
转业到昌平区
南口镇从事文
物管理工作，在
部队从事文化、
宣传工作的他，
始终以高度的
责任感和使命
感来完成本职
工作，以军人的
作风忠于职守，
勇挑重担，为文
物事业奉献自
己的力量。

工作以来，张延坤参与研究制定南口镇文物保护制度6项；组织
开展巡查检查60余次；收集照片资料1.8万张；为文物单位安装铁艺
防护栏设施 900多平方米；对文物安全监督员每月以会代训 150余
次；签订文物安全责任书60余份；悬挂保护文物宣传横幅200余条；
参与撰写《南口名胜古迹》等文物书籍3部。

作为一名文物基层管理者，张延坤多次阻止对文物的破坏行为，
即使逢年过节，也坚守岗位，默默守护文物安全。他不断走进田间深山
和档案资料室，测量、查阅文物的精准数据，成功申请专项资金为南口
城、佛岩寺遗址等文物单位安装护栏。还通过加装摄像头，使31处文
物保护单位全面落实“人防、物防、技防”三防措施。组织文物安全监督
员采用“文物 e巡查”小程序开展每日巡检工作，实现了风险问题及
时发现、上报与处理，保障了文物安全。

王保全
平谷区金海湖镇将军关长城保护员

王 保 全 是
北京市平谷区
金海湖镇将军
关村人，万里长
城北京段最东
端、从河北进入
北京的一处重
要 关 口 —— 将
军关长城就位
于此地。2020 年
10月，通过竞争
上岗，王保全成
为一名光荣的
长城保护员。从那时起，他便暗下决心，一定要保护好身边的长城。

工作中，王保全履职尽责，认真完成所辖段长城的巡查保护工
作，及时发现、劝阻游客和附近村民对长城的破坏行为，并通过讲
述长城故事、村内循环广播进行长城保护知识及相关法规宣传，有
效减少了保护区域内攀爬、耕种等行为。巡查时，他在群众帮助下
发现了两枚作为长城防御武器的石雷并及时上报；他还自发收集
村民建造老房子使用的长城砖，将收集到的 70余块长城砖全部用
于长城保护修复。2022年 9月长城开始进行修复工作，施工期间，他
帮助施工队协调用水、用电、住宿等，长城修复工作在 2023年初顺
利完成。

2023年度“北京最美文物守护人”
今年，北京市文物局联合中国文物报社开展2023年度“寻找北京最美文物守护人”宣传推介活动，面向各区文化和旅游局（文物局）、北京地区世界文化

遗产管理使用单位、北京地区各博物馆征集文物保护优秀事迹，旨在提高人民群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吸引更多
公众参与到文物保护工作中，在全社会形成保护、传承、利用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助力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国家古生物化石专家委员会办公室

2011年，由国土资源部牵头成立
国家古生物化石专家委员会办公室
（简称“化石办”），其主要职责是开展
古生物化石保护相关技术服务、支撑
政府管理、组建化石保护专家库等
工作。

成立12年来，化石办围绕国务院
颁布的《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开展
多项工作：制定并实施《古生物化石
保护条例实施办法》《古生物化石分
级标准》等规章制度，出台《国家级重
点保护古生物化石集中产地保护规
划编制大纲》等规划文件；组织专家
鉴定评审近 300次，鉴定古生物化石
近万件，配合相关部门查获多起古生物化石私挖盗采、非法出境等违法犯罪行为。此外，还致力于化
石的保护利用，依靠其组织认定的国家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集中产地，建立27个博物馆或科普
基地；通过建设化石村和特色小镇、筹划“守护远古的生命——海外追缴化石巡回展”等专题展览、
编写化石科普读物、开展特色研学活动、组织多场化石保护论坛，在加强化石保护、促进化石科研和
合理利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处

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处（简称“首规委办
名城处”）成立于 2021年 2月。成立以
来，首规委办名城处积极促进央地协
同、市区联动，推动社会各界积极参
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文物保护利
用，在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全市丰
富文物资源，持续擦亮北京历史文化
金名片方面成果丰硕。

首规委办名城处全力支持北京
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持续跟进位于
社稷坛、天坛、先农坛等重点文物建
筑内的非文物建筑腾退搬迁工作，取
得重要进展。在核心区文物腾退保护
利用工作中，首规委办名城处会同央
地有关部门摸排核心区文物情况，建立数据库，研拟有关工作意见后正式印发；同时，促成皇史宬
南院和北院实现整体预约开放、日坛圜坛对外开放，持续跟进贤良祠、国立蒙藏学校旧址腾退修缮
和保护利用工作。

此外，还借助北京市委党校、各区理论中心组学习、高等院校和专业培训等平台，推动《北京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中的保护理念进机关、进社区、进课堂；组织开展北京历史文化名城40周年
系列活动，编制出版《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关键词（汉英对照）》；依托“北京印迹”平台，打造“名
城保护·大家谈”“一脉传城”等活动品牌；与相关院校合作开展面向师生的“丈量中轴线”等名城保
护科普教育活动。营造社会参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文物保护利用的良好氛围。

香山革命纪念馆文物征集研究部

香山革命纪念馆文物征集研究部
（简称“部室”）主要负责革命文物史料
的征集、利用、研究、保管、保护等工
作，自 2019年纪念馆正式对社会公众
开放以来，文物征集研究部以老带新、
攻坚克难，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绩及
重要突破。

部室紧密围绕纪念馆馆藏缺项及
征集范围要求，联系开国元勋后代、爱
国民主人士，扎实推进文物征集工作，
众多珍贵革命文物入藏纪念馆。截至
今年3月底，已征集革命文物史料5000
余件（套）。在多场展览筹备中，部室积
极推进与展览主题相关的展品捐赠、
借展和复制，为提升革命文物活化利
用水平、不断推出高质量的展览打下坚实基础。此外，还深入开展文物研究工作，撰写文物研究理
论文章数篇，编写出版《百年征程中的香山华章——香山革命纪念馆文物文献故事选编》等革命文
物图书。

在藏品管理保护方面，全面梳理馆藏文物史料，厘清文物史料流传经历，深挖革命文物的思想
内涵与时代价值，推进革命文物定级工作；不断完善藏品管理系统建设，完成近万项藏品条目信息
录入，实现文物数据信息化管理。为确保革命文物入藏后具备适宜的保存环境及条件，在藏品入藏
前后，对其进行严格消杀处理，实时监控文物库房温湿变化，最大限度地抑制和减缓环境因素对文
物存放造成的损害。

通州区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

近年来，通州区人民检察院第
六检察部以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为
指导，在履职中积极探查文物保护
线索，对多处文物遗址进行勘查摸
排，了解文物保护情况，与行政机
关合力办理文物保护领域案件，为
文物保护法治建设贡献了智慧和
力量。

为推进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
第六检察部以保护古石桥、古河
道、滚水坝等文物遗址为切入点，
联手行政机关，积极服务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其中，督促保护大运河金
口新河故道遗址行政公益诉讼案入
选最高人民检察院大运河公益诉讼保护典型案例。

此外，通州区人民检察院还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事检察院联合开展专项活动，督促修缮
烈士墓地、溯源烈士信息。经查发现，在通州区内尹各庄村烈士墓地内葬有几十名烈士，但环境及
整体保护欠佳。为此，办案组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3份诉前检察建议推进修缮，并持续跟进施工情
况，协调各方问题解决。在修缮工程接近尾声时，通州区检察院针对该案召开公开听证会，对公益
保护结果进行评议，取得了听证员的高度肯定。以办案为契机，第六检察部将该烈士墓地作为长期
党建活动基地，定期进行烈士祭扫，缅怀革命先烈。

团体 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