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 1日，山东革命文物保护利
用片区首批“渤海老区抗敌斗争
线”“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运动线”

“抗战秘密交通运输线”“沂蒙精神
线”“胶东抗日运动线”“齐长城抗
战线”等6条红色主题遗产线路向社
会发布。

据了解，山东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片区红色主题遗产线路遴选推介工
作，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山东省、河
北省和江苏省文物局联合开展。

线路立足山东革命文物保护利
用片区，以抗日战争时期为主，综
合革命文物保护单位、革命博物馆
纪念馆和相关历史人文遗迹，打造
集自然景观、红色文化、历史遗
迹、学习园地于一体的文化旅游产
品，成为可游、可观、可学的革命
主题教育、绿色生态旅游、研学实
践体验的新载体，为深入推进党史
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
义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提供更广阔的
宣传展示平台。

“战略后方 丹心渤海”
——渤海老区抗敌斗争线

黄河铁流，奔腾入海。在这片
血与火淬炼的土地上，诞生了家喻
户晓的 《大刀记》 故事，走出了威
震敌胆的一马三司令，奏响了救亡
图存的时代最强音。

1938 年 7 月，八路军 115 师 343
旅到达德州地区，组建“八路军东
进抗日挺进纵队”。1941年 4月，中
共山东分局决定成立中共冀鲁边区
委。1937 年底，中共山东党组织在
长山、临淄的黑铁山发动抗日武装
起义，建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
五军，后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
三支队。1941 年 1 月，中共山东分
局决定成立中共清河区委。1944 年
1 月，经中央北方局批准，清河区
和冀鲁边区合并成立渤海区，涵盖
天津以南、胶济铁路以北、津浦铁
路以东环渤海的大片地区，面积达
到了5.4万平方公里，对坚持华北敌
后抗战和全国的持久战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从沧州市的津南农村党支部革命
活动史展馆、渤海回民支队成立旧
址，到东营市的辛集战斗八路军直
属团指挥所旧址、牛庄烈士祠、北
张烈士陵园、黄河口革命烈士陵
园、渤海垦区革命纪念馆，6 市 25
个革命旧址遗迹纪念馆等形成“战
略后方 丹心渤海”——渤海老区抗
敌斗争线。

站在黄河岸边、渤海之滨，观
众将感受到渤海老区革命岁月的如
火激情，感受到生态新渤海的绿色
荡漾。

“派兵去山东”
——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运动线

1939年3月，八路军115师主力
以“八路军东进支队”的名义从菏
泽进入山东，为山东敌后抗战增添
了骨干力量，极大地增强了山东八
路军的实力。自此115师和山东八路
军并肩作战，共同扩大、巩固山东
抗日根据地，开创了山东敌后抗战
的新局面。

从枣庄市的王家湾峄县抗日民
主政府旧址、葫芦套八路军一一五
师司令部机关旧址、苏鲁人民抗日
义勇总队成立旧址，到 （临沂市）
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旧址、甲子
山医院旧址、甲子山战役遗址……
枣庄、临沂、日照、连云港等4市的
相关旧址遗址形成了“八路军一一
五师主力运动线”。从险峻抱犊崮到
巍巍蒙山顶，从滚滚沂河边到澎湃
黄海滨，观众可以找寻共和国将帅
留下的闪光足迹，军民并肩浴血奋
战的战斗遗址，聆听那些气壮山河
的感人故事，共同感悟那段艰难而
荣光的岁月。

“红色大动脉”
——抗战秘密交通运输线

全面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对
胶东招远地区的金矿进行了疯狂开
发和掠夺。为抵御敌人的经济侵略
和解决党中央的财政困境，中共胶
东党组织发动抗日军民开展了旷日

持久的“黄金抗战”，将黄金从胶东
运送至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在
抗日战争时期，胶东抗日根据地一
共向党中央输送了约 13 万两黄金，
不仅缓解了中共抗日经费的燃眉之
急，而且从物质上支撑了中共敌后
抗战的胜利。除了黄金，还有各种
物资和人员通过这条线运输至抗战
前线和后方。

招远金矿近代采掘基址、渤海
走廊革命斗争陈列馆、昌邑县抗日
殉国烈士祠、中共胶北特委旧址、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旧址、微山铁道
游击队纪念馆、微山铁道游击队队
部旧址等 16处旧址遗迹组成“红色
大动脉”——抗战秘密交通运输
线。观众可以走近近代金矿采掘基
址感受革命年代军民抗战智慧，在

“渤海走廊”感受乡村振兴战略，在
临沂致敬伟大的沂蒙精神，在鲁南
泛舟微山湖上，聆听“铁道游击
队”的故事。

“亲情沂蒙”
——沂蒙精神线

蒙山高，沂水长。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英

雄的沂蒙儿女历经血与火的淬炼。
他们以“最后一口粮做军粮，最后
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
场”的无私奉献，书写了水乳交
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

从临沂市的华东革命烈士陵
园、王换于故居、《沂蒙山小调》诞
生地、沂蒙六姐妹纪念馆、孟良崮
战役遗址，到淄博市的南麻革命烈
士陵园、万祥山革命纪念地、中共
沂源县委旧址……包括临沂、日
照、济宁、泰安、淄博5市在内的相
关 旧 址 遗 迹 等 组 成 “ 亲 情 沂
蒙”——沂蒙精神线。沿着这条线
路，观众可以对沂蒙精神、沂蒙山
水进行一次全身心体验。

“千里海疆 红色胶东”
——胶东抗日运动线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

下，胶东人民开创了“地雷战”
等典型战术战法，为胶东抗日根
据地的巩固和抗战胜利作出了卓
越贡献。

高家民兵联防遗址、中共罗头
村党支部旧址、后寨胶东第一兵工
厂旧址、烟台抗日烈士纪念碑、中
共荣成县委成立旧址、中共胶东特
委旧址、马石山抗日战斗遗址、胶
东 育 儿 所 旧 址 、 赵 疃 地 雷 战 遗
址、地雷战纪念馆等形成了“千
里海疆 红色胶东”——胶东抗日
运动线。

这是一条发展壮大线，从昆嵛
山到战场泊，走出了共和国四个集
团军。这是一条红色文化线，红色
经典《苦菜花》《地雷战》就诞生在
这里。这是一条鱼水深情线，马石
山十勇士、胶东乳娘的故事代代相
传。这是一条千里海岸线，多彩胶东
民俗和旖旎山海风光定会让观众流
连忘返。

“万众一心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齐长城抗战线

长城串联古今。千百年来，一
幕幕可歌可泣的故事，在长城交错
叠加。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在齐长
城沿线广泛建立敌后根据地，开展
游击战争。莱芜北部和章丘南部是
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和泰山军分
区所在地，淄川马鞍山抗日保卫
战、安丘黄石板坡战斗就发生在齐
长城脚下。

大峰山革命旧址、齐长城锦阳
关、吕仙村战地医院、马鞍山抗战
旧址、涌泉齐长城景区、八路军博
莱蒙三县联防办事处、万祥山革命
纪念地、望鲁山战斗遗址、黄石板
坡战斗纪念地、鲁东南特委旧址和
北海银行旧址、莒北烈士祠、中共
青岛工委旧址等组成“万众一心 筑
成我们新的长城”——齐长城抗战
线。战斗的硝烟早已散去，但长城
抗战的精神长存，观众走在齐长城
古道上，可深切感悟长城抗战代表
的民族精神。

本报讯 7月 2日，“佛教考古与石
窟寺研究专题研修班 （第三期） ”开班
仪式在洛阳龙门石窟研究院举行。国家
文物局有关司、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
院、北京大学宗教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
物局、洛阳市人民政府、洛阳市文物局、
龙门石窟研究院等部门负责人出席开班
仪式。

本期研修班由国家文物局、河南省
文物局指导，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大学宗教考古研究所、龙门石窟研究
院联合承办。学员为30余名来自石窟寺单
位和研究院所、高校的专业人员，将进行
2 个月的理论学习与石窟寺考古实习。
研修班将由史家珍、孙华、杭侃、陈悦
新、李志荣、魏正中、韦正、张小刚、
何利群等 20 余名国内外石窟寺考古和

数字化测绘领域的专家先后授课。
2021年、2022年，国家文物局分别

在龙门石窟和云冈石窟指导举办了两期
佛教考古与石窟寺研究专题研修班，短
期内集中培养了60余名佛教考古与石窟
寺研究专业人员，有力推动了当下各地
石窟寺的考古研究工作，被实践证明是
加强石窟寺考古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的
有效途径。持续举办这样的培训班，梯
次培养石窟寺考古专业人员，成为各石
窟寺保护管理机构的共同呼声。本次第
三期研修班总结了前两期研修班的成功
经验，听取了任课教师、助教、学员们
的反馈意见，更新了研修班的课程安
排，使课程系统性、理论性、操作性并
重，能更直接地支撑佛教考古与石窟寺
的研究工作。 （张怡）

本报讯 6 月 29 日，由中国文物学
会、中国文物报社主办，蚌埠市文化体育
旅游局承办，安徽中南合建有限公司、北
京国文融创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协
办的2023文物修复研讨会在安徽蚌埠举
行，来自文博单位、文物修复机构及社会
各界人士百余人参加会议。

2023文物修复研讨会围绕如何贯彻
落实好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坚持“保护
第一”，弘扬工匠精神，通过展示文物修
复成就提升文物保护的社会影响力和公
众参与度，促进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等
议题展开。会上，与会学者作主题发言，
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赵西晨作《古代
墓葬壁画保护与展示的思考》、湖北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李玲作《考古出土青铜器
修复技术的现在与未来》、上海博物馆熊
樱菲作《科技检测在文物修复中的应用探

讨》、深圳博物馆卢燕玲作《馆藏文物预防
性保护的探索实践与发展趋势》、安徽博
物院徐大珍作《传承技艺，科技赋能——
安徽博物院文物保护工作回顾与展望》、
故宫博物院屈峰作《文物修复的原则思
考》，深入探讨文物修复的现状，思考文
物修复的未来发展趋势。苏州丝绸博物馆
沈洁、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李贞实、辽宁省
博物馆申桂云、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中心
蔡友振、绍兴博物馆何鸣雷、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博物馆何嘉、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吕良波、湖北省文物交流信息中心李奇、
河北省文物与古建筑研究院梁书台、山
西省考古研究院南普恒等对文物修复中
的问题及科技攻关等进行交流。

在研讨会开幕式上，主办单位还向荣
获2022全国十佳文物藏品修复项目的单
位颁发了证书。 （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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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普救寺的一大奇景是莺莺塔的回音

效应——“普救蟾声”，即游人在塔西以石
相击，可听到从塔上传来的蛙鸣。结合修
复工程，永济县政府与相关科研单位联合
对莺莺塔的声学机理进行了科学考察，首
次揭开了“蟾声”之谜。莺莺塔产生回音的
原因是，周围平坦高敞的地势、能反射聚
汇声音的内凹弧形塔檐、光滑如釉面的
青砖塔身，特殊的地形地貌、建筑结构和
建筑材料三方面原因，使击石时一个相
当窄的击石脉冲，入射到各层塔檐表面，
分别反射出与原脉冲不完全相同的一系
列脉冲，这些回波脉冲集中在100毫秒左
右的时间内到达人耳，形成与蛙鸣极为
相似的声响。

古建焕发新生

2016年，为持续保护文化遗产，永济
投入资金实施普救寺塔保护修缮工程，
补砌了塔刹，剔补、加固了墙身砖和塔檐
砖，补配了遗失的楼板和楞木。

受 2021 年持续强降雨影响，普救寺
菩萨洞受灾严重，墙砖酥碱，券顶、墙体
开裂漏雨，外墙空鼓，文物安全受到严重

威胁。为排除菩萨洞险情，永济市于 2022
年实施普救寺菩萨洞日常养护工程，对
菩萨洞窑洞进行了支护，重新铺墁了屋
顶地面，拔除杂草，勾抿灰缝。同时，相关
部门还编制《永济市普救寺菩萨洞保护
修缮工程项目计划书》并上报审批，工程
内容包括揭墁窑顶，补配破损的方砖，用
灰土换填夯实窑洞空鼓部位；整修墙体
裂缝，剔补墙体底部酥碱严重的砖体；揭
墁室内地面，补配破损严重的地砖，整修
室内神台等。2022年11月，国家文物局批
复同意立项，永济市积极组织资质单位
编制方案并按照山西省文物局专家评审
会意见进行了修改，方案将于山西省文
物局批复完成后立即申请资金实施。

近年来，永济还围绕古建筑和西厢文
化，推出沉浸式夜游项目《梦境·西厢记》。
作为永济市百项重点工程之一，演艺以“华
夏之中，黄河之魂”为支柱，以大唐蒲州的
历史文化为背景，以经典戏剧 IP《西厢记》
为故事脉络，利用声光电等高科技舞美手
段，让观众感受一段穿越千年的奇幻梦境。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普救寺保护利用新篇章徐
徐展开。

本报讯 记者冯朝晖报道 2023
年是我国现代著名目录学家、敦煌学
家、文献学家、图书馆学教育家、国
家图书馆老馆长、北京大学图书馆系
（今信息管理系）创始人王重民先生
诞辰120周年。6月 30日，由国家图
书馆与北京大学联合策划举办的“前
哲垂范 文津日新——王重民诞辰
120周年纪念座谈活动”在国家图书馆

召开。
来自主办单位和学界的专家学

者应邀参加本次活动并作专题发言，
分别围绕王重民先生在国家图书馆馆
藏建设与馆务改革、北京大学图书馆
学专业教育、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方面的思想及实践，以及他在图
书馆学、目录学、敦煌学等领域作
出的重要贡献和深远影响进行了多

维度的深入交流和研讨。王重民先
生次子王平先生携在京亲属出席，
并代表亲属回顾了父亲与“书”结
缘的一生。京内外十余家图书馆
学、敦煌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机构
及有关单位代表出席。

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主任熊远明在发言中指出，
王重民先生既是一位躬身实践、勤

于著述的谦谦学者，也是一位杏坛
耕耘、桃李满园的谆谆师长。他对
图书馆的深厚感情，对图书馆和中
华文化事业的铭心挚爱，他爱国敬
业、传承文明、甘为人梯、无私奉献
的崇高精神，值得每一位国图人和
图书馆人学习，激励着大家担负起
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谱写新的时代华章。

本报讯 6 月 30 日，由江苏省文物
局、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南京市雨
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中国共产党早期
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北京新文化运动
纪念馆承办的“信仰的力量——雨花英
烈事迹与精神”首场巡展在中国共产党
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北大红楼）开
幕。巡展过程为期三年。

本次展览以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基本
陈列为基础，重点选择与北京密切相关
的雨花英烈文物史料，包括在北京求学
和生活过、在北京工作和战斗过、在北方
党组织任职的雨花英烈们的事迹。为了

用文物史料直观、深刻地反映雨花英烈
的事迹与精神，展览共选取近 30位烈士
相关的文物藏品100余件，照片200多幅。
其中包括新华社2021年评选的建党百年

“红色百宝”的邓中夏的手抄课本、管弦
乐组曲《雨花祭》曲谱、革命刊物《中国青
年》的创刊号等珍贵藏品。

此外，配合展览还将推出“闪光的人
生”社教课程、雨花英烈亲属座谈会、“雨
花英烈跨越时空的对话”网络原创作品
征集、雨花英烈事迹与精神宣讲等系列
活动。

展览将持续至 7月 31日。 （游敏）

本报讯 近 日 ， 甘 肃 省 文 物
局、甘肃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农业生产活动中文物保护
的通知》，就农业生产活动中的文物
保护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通知》指出，各地开展高标准
农田建设等有计划的农业生产活
动，应在项目踏勘选址阶段征求项
目所在地文物行政部门意见后实
施。计划开展的农业生产活动选
址，须避开不可移动文物。

《通知》 强调，各地在进行建
设工程或者农业生产中，任何单
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应当保护
现场，立即报告所在地文物行政
部门，文物行政部门处理后方可
继续实施。建设工程或者在农业
生 产 中 发 现 的 文 物 属 于 国 家 所
有 ， 任 何 单 位 或 者 个 人 不 得 哄
抢、私分、藏匿。

《通知》 要求，各级文物部门
和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沟通协商，

强化文物保护与农业生产工作协
同，建立健全文物保护提前介入的
工作机制，实现文物保护与农业生
产双赢双利。要广泛、深入、持
久、有针对性地做好农业生产中的
文 物 保 护 法 律 知 识 宣 传 普 及 工
作，积极营造全社会保护文物的
浓厚氛围。

《通知》强调，农业农村部门要
积极支持，全力配合各地文物行政
部门和公安机关严肃惩处农业生产

活动中违反 《文物保护法》 导致文
物本体及风貌受损、文物流失等行
为，共同维护文物基本秩序。

《通知》 要求，各级文物行政
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对本地区正
在开展和即将开展的高标准农田
建设等有计划的农业生产活动涉
及文物保护情况开展集中排查整
治，提高农业生产活动文物保护
工作水平，保护文化遗产安全。

（姜彦旭）

本报讯 6月 28日，“大同·博
物馆可持续发展论坛”在山西大同
举办。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刘曙
光，大同市委书记卢东亮，以及来
自全国各博物馆、高等院校、研究
机构和媒体单位的代表百余人参加
论坛。

刘曙光在致辞中指出，建设博
物馆之城，要推进各类博物馆和利
益相关者形成常态化的协同机制，
纳入制度化的财政保障之中；要坚
持从实际出发，彰显城市精神和气
质，使城市文化遗产和现代化空间
实现统一；要让广大市民了解城市

的文化价值，积极参与城市的发展和
进步；各类博物馆要锐意改革，建立
起有效的激励机制，调动员工的积极
性和创造力。

卢东亮在致辞中表示，博物馆
是一个地方历史文脉的展示，有传
播传承的作用。大同作为中国古都
之一，本身就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博
物馆，云冈石窟、长城等古迹都
为大同打造“博物馆之城”提供了
条件。

与会专家学者分别作了题为
《博物馆之城建设：现状与思考》
《博物馆，让生活更美好》《博物馆

赋能城市发展》《文化和旅游深度融
合的故宫实践》《科技向善，数实融
合——助力文化遗产新传承新发
展》的主旨演讲，围绕博物馆可持续
发展、博物馆之城建设等内容进行发
言。与会学者提出博物馆之城建设中
明确定位、规划先行、多方联动、创
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等 5 个关键环
节；表示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博物馆
就是城市灵魂的栖息地，博物馆一定
要与城市紧密相连，要与城市发展相
向而行。大同的博物馆要做出特色，
就要做民族融合、天下大同。此外，
与会学者认为博物馆工作人员负责博

物馆价值的挖掘和阐释，由社会力量
完成博物馆文化的接力和传承；同
时，科技力量可以使社会公众更加便
捷地体验文化魅力。

论坛期间，大同市文物局与中
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勘察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就数字化保护签约，大
同市博物馆分别与北京博物馆学
会、天津博物馆签署了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

此外，与会嘉宾还进行了“‘博
物馆、可持续性与美好生活’助力

‘博物馆之城’建设”沙龙对话。
（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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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力量——雨花英烈事迹与精神”
首场巡展在北京开幕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以党建工作引领红色景区安全治理
业务工作，6月29日，“井冈山红色景区
安全治理党建联盟”签约成立。井冈山
革命博物馆党总支、井冈山市公安局党
委、井冈山市消防救援大队党委、武警
江西总队吉安支队执勤一大队党委、南
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井冈山医院党总支
等 5家联盟单位本着“资源互享、优势
互补、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的原则，

开展组织联建、机制联动、工作联通、
品牌联创，通过设立志愿服务点、建强
志愿服务队、组建指挥调度网、强化快
速响应和优先保障机制等举措，在主题
党日、业务培训、红色文化宣传弘扬、
红色景区治安管理、防暴反恐、医疗救
助、紧急救援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
强化红色景区安全治理，确保革命文物
资源永续安全利用，共同打造“吉先
锋-井冈党旗红”党建品牌。 （高雪川）

井冈山红色景区安全治理党建联盟成立
甘肃印发通知加强全省农业生产活动中的文物保护工作

博物馆可持续发展论坛在山西大同举办

2023文物修复研讨会在蚌埠举行

佛教考古与石窟寺研究专题研修班（第三期）
在龙门石窟研究院开班

传承红色基因 赋能革命老区振兴

山东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
红色主题遗产线路发布

本报记者 徐秀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