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8 月 10 日至 13 日，水
洞沟遗址发现 100 周年国际学术会
议在银川市召开。国家文物局副局
长关强、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副主席刘军、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
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刘俊等出
席开幕式并致辞。

此次会议由国家文物局、宁夏
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指导，中国科
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文
物局）主办。来自国内外文博单位、科
研院所的 160 余位旧石器考古研究
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会。

会议主要议题有：回顾水洞沟
遗址百年考古历程、展现发掘研究
新进展；总结宁夏考古研究成果，展
望新时代宁夏考古工作等。在学术
专题报告中，高星等八位学者以《水

洞沟遗址群：年代框架与文化变异》
《水洞沟第 1 地点视角下的南西伯
利亚和中亚东部石器技术与类型的
多样性》《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水洞
沟人群的适应变化与技术转型》《探
索标本产状特点与古地面变化之间
的关系：以水洞沟第2地点为例》《跨
越长江的良渚文明》《宁夏发现的夏
商周石器文化遗存》《农牧交界地带
的一种城市模式——兼谈对盐池张
家场古城考古工作的思考》《宁夏考
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为题进行学
术报告。之后，与会专家围绕相关问
题进行学术讨论，中国科学院青藏高
原研究所陈发虎院士作会议总结。

与会代表还参观了“世纪华彩水
洞沟”“宁夏考古成果展”“朔色长天”
等展览，实地考察了水洞沟遗址。

（王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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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9日至 8月 2日，受台风“杜苏
芮”影响，北京遭遇强降雨，大石河、拒
马河洪峰暴起，水势肆虐，房山区汛情
严重。

面对汛情，房山区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迅速启动全区防汛抗旱总
指挥部应急指挥体系，在国家文物局、
北京市文物局指导支持下，房山区成立
防汛抗旱指挥部文物抢险修缮专项工
作组，并在修缮组建立临时党支部。

全区文物管理部门和文物工作者
闻“汛”而动、听令而行，房山区文化和
旅游局（文物局）36名共产党员、优秀青
年迅速成立以党员干部、骨干青年为主
体的先锋突击队，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迎难而上，以顽强意志
奋战在防汛抗洪抢险前线，将文物灾害
损失控制到最低。

谋划在前动员早
警钟长鸣备战勤

房山区是文物大区，文物数量大、
种类多。但作为首都西南生态屏障，两
山四水特殊的地质地貌使房山成为聚
水汇能的枢纽要地，大部分文物散落在
房山大地，自然保存环境脆弱，对气候
变化十分敏感，极易受到汛情冲击。

7 月中旬，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
期到来前，北京市文物局以时时放心不
下的工作状态，认真总结往年防汛工作
经验，结合房山实际情况提前预判预
警，北京市文物局局长陈名杰带队深入
琉璃河大桥、琉璃河遗址、云居寺塔及
石经博物馆、金陵遗址等河道下游、山
区水库重点部位，落实落细各项措施。

7月29日，暴雨骤袭，全区文物行政
部门和文博单位守土有责、守土负责、
守土尽责，持续开展文物安全风险监测
和汛情跟踪。房山区委强调，房子倒了
可以重建，建得更牢固、更漂亮，但文物
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必
须千方百计保护好、传承好，必须做好
文物抢救修缮工作。

房山文物抢险先锋突击队闻令而
动、冲锋在前，在汛前逐乡镇、逐点位开
展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联合督导检
查，研判汛情隐患和衍生舆情风险。早
动员、早疏散、早防范，各博物馆、文物
保护单位提前关闭备汛，有条不紊组织
游客、极端点位工作人员有序撤离，提
前发出预警和社会公告，全区文博行业
和文物点位人员零伤亡，确保了各类损
失尽可能降到最低。

党旗所向行所向
抢险突击展先锋

7月30日起，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房
山区山洪暴发，河流漫溢，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琉璃河大桥地处大石河下
游，水势迅猛迅速淹没大桥桥面，桥体不
断被洪水和漂浮物冲击，石望柱和石栏
板受损，洪峰以下情况不明。琉璃河遗址
大水漫灌，全区多个乡镇断网、断水、断
电、断路、通讯中断，文物安全告急。

汛情即命令，险情即战情。
房山区文物抢险救灾突击先锋队

文物小组 10 名队员以三级文物保护工

作机制为抓手，持续联合属地乡镇、调
度文博管理单位对全区343处不可移动
文物点位和 8 处博物馆、1 处类博物馆
（培育）开展全面排查。

队员们结合房山文物规模属性和
分布特点，提前研判风险，明确工作重
点，合理分片包干，10人分4组对全区土
遗址、土桥、古塔、古城墙、石窟石刻以
及自然保存环境较差、易受灾害影响的
文物古迹进行分头协作，逐一核查。

7月31日，在大雨滂沱、河水漫灌之
际，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琉璃河考古工作
站站长王晶与队员不顾个人安危，凌晨
时蹚过近 1米深的积水，抢救出全部数
字资料，保护了重要的出土文物、图纸
拓片，抱出500余个档案袋，保护仪器设
备安全，直至撤离最后一刻。房山区文
物保护所所长金超不顾积水断路冒险
涉水，第一时间赶赴琉璃河记录琉璃河
大桥水势和受损全过程，为后期修复保
存基础影像资料。张坊镇文体中心主任
冷冰快速反应，在宋辽古战道文物保护
现场，按照“三防一控”（防坍塌、防溺
水、防触电、强布控）工作机制，高效组
织古战道断电、排水、救灾工作，最大限
度避免和减轻文物次生灾害损失。

在房山区文物抢险救灾突击先锋
队的带领和感染下，全区文物工作者以
坚强责任感和实际行动诠释了守护文
物、守护文脉的使命与担当，让党旗始
终在抗洪抢险和文物保护的一线高高
飘扬。

全面开展灾后评估
积极进行灾后恢复

8 月 3 日，持续近 70 小时的暴雨逐
渐减弱，洪水渐退，在房山区随处可见
暴雨山洪造成的灾害，琉璃河大桥驳岸
护坡坍塌破坏殆尽，齐腰粗的巨大树体
横亘桥面，石望柱、石栏板走闪损毁近
1/4，河面覆满上游冲击下来的垃圾杂

物；琉璃河遗址淤泥沉积，墓葬、车马
坑、考古遗址被大面积严重浸泡损毁；
全区文物和博物馆均出现不同程度复
杂险情，山区文物受山水浸泡出现塌
陷、地基沉降，大量石刻、洞券、石构件
受洪水冲击受损严重，大量古塔、古建
筑在暴雨持续倾泻下出现砖瓦脱落、漏
雨乃至局部坍塌，油饰、大木构架遭水
浸泡，还有很多桥梁类文物在山洪肆虐
下严重损毁。

房山区文物抢险修缮突击先锋队充
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按照市委“一年基
本恢复、三年全面提升、长远可持续发
展”的总体思路，全面开展全区文物灾害
风险评估，迅速开展灾后恢复工作。

房山文物抢险先锋突击队先后对
云居寺、琉璃河遗址等文博单位开展灾
后清淤工作，对景区、博物馆、考古工作
站、停车场等区域进行淤泥和垃圾清
理，组织文博单位灾后建筑结构检测鉴
定和全面消杀，以最快速度、最强保障，
帮助全区文博单位进行灾后清理，为迅
速恢复正常秩序贡献力量。

文物抢险先锋突击队深入全区乡
镇的文物点位，联合属地乡镇文物管理
部门通过实地踏勘、无人机航拍等方式
对全区文物受灾情况进行系统摸排。队
员们不顾道路损毁不通、山区次生地质
灾害潜存、乡镇断水断电断网等不利条
件，在 2天内完成了全区 10处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20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
位和 45 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受损情况
勘察与初步评估，在全区山区乡镇恢复
通信和部分道路后，第一时间组织、完
成全域343处不可移动文物点位受损情
况排查，建立准确、完整的受灾损失清
单台账，为灾后文物抢险修缮打下了系
统、扎实基础。

文物抢险抢修紧急度高、专业性
强，既要确保文物安全应急，又要保护
文物历史风貌和时代痕迹。国家文物
局、北京市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

院、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市文化遗
产研究院）等部门专家组成专业指导团
队，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组织专家团
队一行现场踏勘，在前期受灾损失清单
台账基础上，科学研判文物抢救抢修轻
重缓急关系，科学处理抢救保护与修复
规划的关系，第一时间梳理形成本体抢
险修缮、保护加固、水毁环境整治等 81
项文物及博物馆抢险修复项目清单。房
山区同步建立文保抢险修缮项目保障
专员制度，与全市文物保护和修缮专业
团队主动对接、提前介入，对社会关注
度高、群众关切、业界聚焦的重点文保
抢险修缮项目“同步勘察、同步评估、同
步设计、同步排险”，确保文物本体安全
和风貌恢复，确保文保抢险修缮项目方
案从速、从实、从优推进实施。

房山区强化协同意识，在科学编制
文物抢救保护方案基础上多方协作，多
渠道争取财政、发改等部门相关文物保
护和修复资金、政策支持。统筹做好抢
险文物项目资金使用与文物抢救保护
项目实施，合理确定项目实施周期，既
要确保急险文物抢救项目尽快启动，提
高抢险资金使用效益，又要实现抢救性
修缮与预防性保护并重，兼顾文物周边
环境的治理、管理及防护设施的建设，
改善文物生存环境，提升全区文物保护
整体管理水平。

围绕“一年基本恢复，三年全面提
升，长远可持续发展”工作目标，房山区
将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灾查险、
以灾治患，以一年为期基本完成受损文
物点位抢险修复攻坚，以三年左右时间
持续强化“区行业监管－乡镇领导主
管－文保单位（文物部门）直接负责”三
级文物保护管理机制，制定完善文物建
筑防灾减灾应急处置预案，积极引进科
学技术应用，强化技术支撑，探索建设
文物数字保护监测平台，多措并举，全
面提升全区文物保护水平和综合防灾
能力。 （京文）

本报讯 日前，中共河南省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战营赴郑州市
登封市，宣传贯彻省委十一届五次
全会、文旅文创发展大会精神，调研
颍河河长制、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古
村落保护等工作。

王战 营 到 颍 源 、颍 河 许 韩 村
段，实地察看颍河源头管理保护、
河道工程治理及防汛备汛情况。他
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严格落实“河长制”，做好水
资源保护、水污染治理和水生态修
复等工作，努力实现河畅水清岸绿
景美，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颍河。
在汉三阙、嵩阳书院、大周封祀坛
遗址生态文化公园、杨家门村等
地，王战营详细了解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古村落
保护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
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强
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保护
利用、研究阐释，强化科技赋能，推
动文化遗产活态化展示、具象化传
播、创新性表达。要深入实施文旅文
创融合战略，保护好、利用好古建
筑、古村落，以精品民宿、生态康养、
研学旅游等新场景新业态带动群众
增收、服务乡村振兴。要完善媒体日
常报道机制，围绕赓续文明主根主
脉、展示文明突出特性，持续采写、
推出兼具专业性与普及性、知识性
与趣味性的专题报道，引导人们坚
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豫文）

让党旗在抗洪抢险和文物保护一线高高飘扬
——北京市房山区文物抢险工作纪实

河南省领导调研
登封市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等工作

本报讯 由国家文物局与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
片《寻古中国·稻谷记》，8月14日起
在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22：30
档开播。

《寻古中国·稻谷记》共 5集，将
通过考古研究最新成果，实证我国是
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并追溯
万年稻作文化发展轨迹，讲述水稻种
植跨越千山万水广泛传播、惠及世界
和催生文明的历史故事，见证中国稻
作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中国稻对人
类社会的重大贡献。

《寻古中国·稻谷记》依托丰富扎

实的考古探索和最新研究成果，系统
梳理仙人洞和吊桶环、上山、井头
山、跨湖桥、贾湖、河姆渡、城头
山、鸡叫城、良渚、两城镇、二里
头、南佐等文化遗址中与稻作相关的
线索与内容，展现出水稻起源、传播
和波澜壮阔的稻作文明演进画卷。《寻
古中国·稻谷记》还将科技考古成果
中的水稻植硅体、小穗轴等生僻概念
视觉化呈现；通过生动的演示和解
读，把浮选法、水稻植硅体密度分析
法等技术手段深入浅出并兼具趣味性
地表达传递。

《寻古中国·稻谷记》 创作团队

奔赴浙江、湖南、江西、河南、甘
肃、山东等地的 26座城市，深入拍摄
考古现场13处、博物馆24座。片中还
展示了数十件内涵丰富的文物。它们
串起中国万年稻作文化历史，分别从各
自的角度诠释着稻作文明的起源与早
期发展。

《寻古中国·稻谷记》 持续深化
“思想+艺术+技术”创作理念，利用
新技术还原了上山、南佐、两城镇、
城头山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以及分
体式组合石犁等重要文物，让观众得
以在坐地千里、一日万年的“穿越”
中重温历史、领略文明。 （社文）

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稻谷记》开播

本报讯 近日，由福建博物院携手
亚美尼亚国家科学院举办的“丝路帆
远——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图
片展”，在亚美尼亚共和国首都埃里温
拉开帷幕。展览开幕式采用线上直播
方式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亚美尼
亚共和国大使范勇，福建省文化和旅游
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福建博物
院院长傅柒生，亚美尼亚国家科学院
院长阿肖特·萨吉杨及展览双方有关负
责人参加。

“丝路帆远——中国海上丝绸之路

文物精品图片展”由福建博物院精心组
织打造，回顾和展示了“海上丝绸之
路”的悠久历史和多彩文化。先后前往
联合国总部及英国、澳大利亚等 22 个
国家展览，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本
次在亚美尼亚办展，希望通过双方共同
努力，加强中亚两国友好往来与友谊构
建，也向世界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传
播中国声音。

展览开幕次日，“丝绸之路和万里
茶道在科学文化领域的世界性发展影
响力”学术研讨会以线上方式进行。

研讨会现场，傅柒生围绕“丝路帆
远联通经贸往来”“茶和万里增进交流
互鉴”“福通天下共话和平友谊”等三
个角度，为中亚两国参会人员介绍“海
上丝绸之路”“万里茶道”的历史背
景、存在条件和存在意义，以及千百年
来福建省与“海上丝绸之路”“万里茶
道”的不解之缘，引起参会人员的广泛
共鸣。

亚美尼亚国家科学院历史研究院
首席研究员高赫·凡达杨表示，历史
上，“丝绸之路”与“万里茶道”不

仅是商业和经济之路，也是文化、宗
教和语言交流的桥梁。亚美尼亚与福
建 相 似 ，“ 丝 绸 之 路 ” 与 “ 万 里 茶
道”交汇于此，丝路文明也因互学互
鉴而熠熠生辉，希望两地继续互促发
展，不断推进各领域人文交流和商务
合作，为助力“一带一路”建设贡献
力量。

研讨会期间，福建博物院、亚美
尼亚国家科学院历史研究院的多位专
家学者作主题分享。

（闽文）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图片展在亚美尼亚开幕

本报讯 8 月 10 日至 14 日，国
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带队赴宁夏、内
蒙古调研，考察宁夏水洞沟遗址、西
夏陵、苏峪口瓷窑遗址，内蒙古阿
尔寨石窟、萨拉乌苏遗址、沙日塔拉
遗址等考古发掘现场。会见宁夏、内
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有关负责同志，
研究推进考古和文物保护利用工作。

关 强 指 出 ，要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考古工作的
重要论述精神，树立“大考古”工作思
路，奋力推进新时代文物考古事业高
质量发展。要持续深化河套地区旧石
器与人类起源、文明进程、古代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石窟寺考古研
究，深入阐释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

特性”。要统筹推进水洞沟与萨拉乌
苏遗址、长城重要点段、西夏陵等文
物保护利用和申遗，加强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长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展示中华文明灿烂成就。要加快
落实自治区级考古机构编制保障，优
化人才引用机制，扎实做好第四次全
国文物普查准备工作，高效推进重点
地区考古标本库房建设，提升设施科
技化水平，夯实事业发展基础。

关强一行还调研宁夏博物馆、鄂
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出席水洞沟遗
址、“河套人”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
会议。国家文物局有关司，宁夏、内蒙
古自治区文物局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文宣）

国家文物局领导调研
宁夏、内蒙古考古工作

本报讯 8 月 14 日，“河套人”
发现 100 周年国际论坛在鄂尔多斯
市举办，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
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杨进、中国科
学院院士陈发虎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关强表示，近年来内蒙古自治
区各级党委政府、文物部门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考古
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与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深度合
作，取得丰硕成果。他指出，百年
前，河套人考古发现让世界认识到中
国也是史前人类的故乡，唤起中国人
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觉；今天，中国
考古已经系统揭示了中国百万年的
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
年的文明史，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灿烂
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关强指出，要聚焦中国命题、
世界课题，坚持科技支撑、创新驱

动，致力开放合作、交流共享，高
起点谋划、高标准推进萨拉乌苏考
古遗址公园、博物馆建设，打造高水
平文化遗产展示交流平台，擦亮内蒙
古文化金名片。

本次论坛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
和旅游厅、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内
蒙古自治区文物局、中国科学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央民族大
学、中国考古学会共同主办，主题为

“探寻文明根脉 增强历史自觉 筑牢
自信根基”。170多名国内外知名专家
学者将围绕萨拉乌苏及中国古人类学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滥觞、河套地
区古史重建与多学科研究、“河套
人”及东亚古人类的起源与演化、
萨拉乌苏动物群与晚第四纪地质学
研究以及欧亚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技
术、文化与生存模式等展开交流研
讨。 （张硕）

“河套人”发现100周年国际论坛
在鄂尔多斯举办

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年
国际学术会议在银川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