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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3年全国文物安全工作部际
联席会议全体会议 9月 11日在国家文物局召
开。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联席会议召集人胡和
平主持会议并讲话。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
家文物局局长李群代表联席会议办公室作工作
报告。

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
作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系统总结近年
来全国文物安全工作情况，明确下一阶段联
席会议重点工作任务。会议根据当前文物安
全形势和工作需要，研究同意新增中央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
国海警局等 5 家单位为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并审议通过了联席会议工作报告、重点工作
清单、成员单位职责等内容。

胡和平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
物保护利用工作，从传承中华文明、赓续中
华文脉、弘扬中华文化的高度，作出一系列
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为做好新时代文物工
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全国
文物安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机制是党中央、
国务院加强文物安全工作的重要制度设计。
自成立以来，联席会议充分发挥统筹文物安
全工作、协调解决重大文物安全问题等方面
职能作用，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各
成员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充分认识做好文
物安全工作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认真研
究解决文物安全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要
扎实推进联席会议各项重点工作任务，持续
严厉打击文物犯罪，加强重点领域文物安全

防范，持续完善文物保护法律保障，高度重
视文物领域意识形态安全。要充分发挥联席
会议协作平台作用，加强联席会议工作机制
建设，加强联合调研和督导检查工作，加强
对地方相关工作的沟通和指导，密切协作、
通力配合，为推动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近年来，国家文物局会同联席会议成员单
位不断健全部门协作工作机制，持续部署打击
防范文物犯罪专项行动，深入开展文物安全隐
患排查整治，强化完善法律制度保障，加强文
物安全防护工程建设，加大文物执法督察力
度，有力提升文物安全整体防控能力。

全国文物安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
联络员，以及国家文物局有关司室负责同志
参加会议。 （文宣）

本报讯 近日，国家文物局 2023
年消防宣传月文物消防安全主题海报
征集活动正式启动。活动旨在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文物
安全工作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落
实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培育安全
文化的有关要求，推动各地文物博物馆
单位进一步增强消防安全意识，提升火
灾防控能力，确保文物安全。

征集主题：突出文物消防安全特
点，围绕 2023 年消防宣传日主题，
开展融入文物安全元素、展示文物
安全文化的文物消防安全主题海报
征集活动。海报作品制作将消防安

全与文物元素有机结合，充分展示
文物安全文化特点，坚持正确的政
治 方 向 和 价 值 导 向 ， 内 容 积 极 向
上，传递正能量。

活动办公室负责海报征集和审核
评选，最终评选出10幅入围作品，同时
评选出 1-2幅年度优秀海报作品用于
2023 年消防宣传月文物行业宣传使
用。年度优秀海报作者和入围作者将
获得一定现金奖励。

活动办公室现向全社会公开征集
2023年消防宣传月文物消防安全主题
海报作品，参与者将海报及作品信息
发送至指定邮箱。

相关要求如下：
1. 作品形式为平面海报，作品应

构思新颖，主题鲜明，突出文物消防安
全特点，展示文物安全文化，富有创
意，具有感染力、吸引力和传播力。

2. 作品单幅或组图均可（组图不
超过四张，并注明顺序），尺寸规格60×
80CM，分辨率 300dpi，CMYK 模式，
JPG格式，作品大小不超过 50M。作品
应包含“国家文物局”及中国文化遗产
标志、“119”“2023”“消防宣传月”和文
物消防宣传等字样和相关文物元素，
类型不限简笔、写实、卡通等风格。

（下转2版）

黄河同长江一起，孕育了中华文明。一处
处文物宛如一颗颗珍珠点缀在黄河两岸，成为
灿烂文明的诉说者。近年来，文物大省山西加
大黄河流域文物保护利用力度，激活古老文物
生命力。

印证文明发展

偏关县天峰坪遗址、兴县碧村遗址、襄汾
县陶寺遗址、绛县西吴壁遗址……山西黄河流
域古遗址数量众多，一批考古项目印证着文明
发展。

今年 3 月，山西兴县碧村遗址成功入选
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专家们认为，
这是晋陕大峡谷东岸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史前
石城，是展现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华多元一体文
明形成轨迹的重要窗口。

走进碧村遗址，不禁赞叹 4000 年前先民
们的防御智慧。这座石城三面环河邻沟，高等
级建筑四周砌筑护墙、内外双重城墙、城门双
瓮城结构。

“该城址展现出层层设卡、处处把关、谨慎
布防的结构。”碧村遗址考古项目领队之一、山西
省考古研究院华夏文明研究所所长张光辉说。

最引人注目的是宏伟的外城门址。它南北
跨度74米，东西进深48米，由三个石包土芯大
墩台围合成“品”字形，墩台附近设置多个门塾
和障墙，形成内外双重瓮城。

碧村遗址中大型建筑遗存还表现出“以中
为尊”的礼制特征。张光辉介绍，高等级核心建
筑位于遗址中心高台上，大型连间石砌房址秩
序井然，以其中一座房址为中心，两侧房址依
次向西缩进式分布。墙体、灶址规划与所属房
址面积成正比，等差设置。

“这说明这座石城建造得非常讲究，也表
现了城址主人强大的社会组织和协调能力。”
张光辉说。

铭记红色历史

山西黄河沿线的临县、兴县、石楼、柳林等
县是革命文物较为密集的区域。近年来，当地
加强革命文物保护修缮与展陈提升，充分发挥
其社会教育功能。

在吕梁市临县双塔村，坐落着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中央后委机关旧址。7处民居院落
修缮后，挂上了中央外事组旧址、军委作战部
旧址、中央书记处特别会计室旧址、毛泽东同

志路居、叶剑英同志旧居、杨尚昆同志旧居等
的牌子。村里还创办了中央后委驻临县历史陈
列室，并对外开放。

这段光辉的历史这几年才走进公众视野。
临县党史研究室主任张海红从事党史研

究30余年。为抢救挖掘这段历史，她20多年
到全国多地走访调研。在她的努力下，中央
后委在吕梁的这段红色记忆再次呈现在世人
面前。

张海红介绍说，1947 年 3 月，党中央主动
撤离延安，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 3000 余人东
渡黄河陆续到达临县，随后中央后方委员会在
此应运而生，他们驻扎在双塔村及周边几十个
村庄长达一年之久，协助党中央指挥全国的解
放战争。

为什么选择临县？张海红说，这跟临县地理
位置好、群众基础好、军工所需的煤铁资源丰富
等因素有关。临县出动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
线战斗，成为吕梁精神形成的一个重要源头。

“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而不灭。
如今革命旧址得到保护利用，这是我多年的夙
愿。”张海红说。

留住黄河风情

黄河大铁牛、黄河古栈道……随着时代变

迁，黄河上的交通早已时移势易，但在历史风
尘中保留下来的文物却将昔日的繁华展现得
淋漓尽致。

在山西平陆县杜家庄段黄河岸边的石崖
上，保留着 680 余米长的黄河栈道，属于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们依山腰向内开凿成竖

“凹”型栈道面，再在通道岩石上开凿方形壁
孔、牛鼻孔、底孔等孔槽，插以木梁，梁上铺板，
形成完整的栈道。

走在被时光打磨得光滑温润的通道上，记
者发现，原始的木构件已荡然无存，只有各种
壁孔、底孔残留于通道岩石上。在山崖凸出的
栈道拐弯处，岩壁上深浅不一的绳磨槽痕，仿
佛穿越时空，让人听到了黄河船夫的号子声。

为防止碎石脱落将古栈道掩埋或毁坏，近
两年国家出资对杜家庄段黄河栈道上的危岩
体进行了抢险加固。目前工程已竣工，古栈道
上方有专业防护网防护，新修的排水沟阻断了
崖壁上方雨水对古栈道的冲刷。

平陆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宋国杰告诉记
者，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对平陆县黄河
古栈道进行危岩体加固。

“虽然古栈道已失去使用价值，但却显现
着古代智慧和航运能力。通过保护，排除了古
栈道的安全隐患，让后人得以看到老祖宗的聪
明才智。”宋国杰说。（新华社太原9月12日电）

本报讯 9 月 8 日至 12 日，国家文物局副局
长陆进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调研文物保护利用工
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
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第三次中央新疆
工作座谈会精神，加强文物价值研究阐释与展示
传播，提升文物科技支撑能力，推进“文化润疆”，
助力“富民兴疆”，彰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
文物工作担当。

陆进一行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孙
红梅交流新疆文物事业发展情况，调研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博物馆、文物考古研究所、喀什古城、克
孜尔石窟研究所、大喀纳斯景区墓葬群等文物博
物馆单位，在喀什召开“以文兴城”专题座谈会，看

望并勉励援疆干部为新疆文物事业作出更大贡
献，慰问基层文物看护人员。

陆进指出，要坚持保护第一，筑牢文物安全底
线，厚植历史文化底蕴；加强有效利用，提升文物
科技创新能力和应用水平，借助科技盘活文物资
源，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力与生命力；注重
宣传推广，做好喀什“以文兴城”经验总结，研究
好、阐释好中华文明突出特性，讲好新疆文物故事
和中华文明故事，以文物实证有形有感有效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国家文物局有关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
和旅游厅，阿勒泰地区、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有
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文宣）

本报讯 为加强文物新闻宣传队伍建设，提
升文物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能力，助力文物事业
高质量发展，9月 10日至 14日，由国家文物局主
办，中国文物报社和青海省文物局承办的2023年
全国文物新闻宣传培训班在青海海东举办。

培训班采取理论授课、案例分享、现场调
研、交流研讨相结合方式进行，邀请中央网信
办、光明日报、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国传媒大
学、中国文物报社等单位专家学者，围绕新时代
文物新闻宣传工作使命、网络宣传和舆论引导、
文博传播有效途径、新闻发布议程设置及问题对
策、热点舆情应对等内容举办讲座，力争让学员

学有所思、学有所获、学有所长。学员们表示，
本次培训班恰逢其时、内容精彩、成效明显，增
进了各地区各单位文物新闻宣传经验交流，有效
提升了文物新闻宣传工作人员政治素养、业务能
力、专业水平，为合力构建文物新闻宣传全类
型、全链条、全媒体、全方位传播格局凝聚了共
识，对提升文物系统价值阐释与宣传传播水平起
到了积极作用。

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文物部门，计划单列市文物部门，国家文物局直
属单位、主管社会组织及相关文博单位的60余名
新闻宣传工作负责同志参加培训。 （文宣）

本报讯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文物局联合摄
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云梦记》，于9月11日
起在央视综合频道（CCTV-1）22∶30档开播。

该纪录片共5集，通过展现古云梦泽和湖北云梦睡
虎地、郑家湖墓地等诸多考古发现与最新研究成果，
见证楚国崛起和秦国结束长期诸侯割据局面实现大一
统的历史进程，展现民族融合、文化交融大时代不同
地域璀璨文化汇入中华文明长河的历史画卷以及深远
影响。其中多项考古研究成果为首次披露，如通过分
析沉积物中的植硅体，获取数千年前的气候水文数
据，第一次完整复原古云梦泽形成演化的过程；首次
以视频呈现睡虎地汉简的样貌，并实证汉承秦律；郑
家湖墓地最新的考古发掘及多学科研究成果，揭示了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关键时期的人群迁徙与交融
互动真实图景。

《寻古中国·云梦记》持续深化“思想+艺术+技
术”创作理念，木牍家书、卧鹿立鸟漆木雕、蒜头
壶、印章等 30 余件文物，在新技术赋能下“活”起
来。秦楚交战、黑夫与惊写家书、屈原“哀郢”“天
问”等片段，借助“XR+”拓展现实技术得以实现超
现实场景的历史情境还原。主持人在富有原生态景观
的云梦取景地实景拍摄期间，现场浮现新技术创新打
造的“文明之镜”，文物、历史场景重现其中，让讲述
更具悬念感和沉浸感。 （社文）

2023年文物消防安全主题海报征集活动正式启动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9月 14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向2023北京文化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优
秀传统文化，自古就有开放包容、兼收并
蓄的文化胸怀，中华文明历来赞赏不同文
明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北京历史悠久，

文脉绵长，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
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有力见证。中
国将更好发挥北京作为历史古都和全国文
化中心的优势，加强同全球各地的文化交
流，共同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文化遗产保
护、文明交流互鉴，践行全球文明倡议，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
的文化力量。

2023北京文化论坛以“传承优秀文化 促
进交流合作”为年度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
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当日在北
京开幕。

习近平向2023北京文化论坛致贺信

2023年全国文物安全工作
部际联席会议全体会议在京召开

国家文物局领导赴新疆调研文物保护利用工作

2023年全国文物新闻宣传培训班在青海举办

《寻古中国·云梦记》开播

黄河岸文物新生 激活沉淀千年的璀璨
新华社记者 王学涛

外城门址“品”字形墩台组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本报讯 9月 14日上午，由北京市推进全国
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北京市委宣传部
联合新华网共同发起的“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2022
年度十件大事”在 2023 北京文化论坛上发布，

“‘何以中国’展览引发广泛关注”被评为“全国文
化中心建设2022年度十件大事”。

2022 年 1 月，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联合故宫博物院和全国 29 家博物

馆举办“何以中国”《国家宝藏》文物特展。展览
聚焦中华文明特质，形象地将中华文明比作一
条大河，以源、流、汇展现文明的起源、传承、发
展，讲述中华文明起源和历史发展脉络、中华文
明取得的灿烂成就与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
大贡献。共展出珍贵文物 130 余件/套，包括何
尊、长信宫灯、藏文《四部医典》等国宝重器。

（社文）

“‘何以中国’展览引发广泛关注”
获评“全国文化中心建设2022年度十件大事”

本报讯 9月 10日至 12日，由中共广东省委
党史研究室、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共广州市委
宣传部指导，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中共三
大会址纪念馆承办的“革命遗址与红色文化传承”
研讨会在广州召开。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广西、
湖南、湖北、黑龙江、福建、陕西、江西等地的红色
场馆、科研院所代表共60余人参加会议。

与会学者就“用好宝贵红色资源 凝聚奋进奋
发力量”“聚焦革命旧址 激活红色基因”“弘扬伟
大建党精神”等主题进行发言。中国共产党历史展
览馆馆长吴向东在发言中回顾了如何高标准高效
率高质量完成党史展览馆建设，用心用情用功办
好百年党史展览的历程。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
员黄振位在发言中阐述了革命遗址的历史定位，
阐释了红色革命史迹彰显出的政治导向、永恒记
忆、学习教育、社会辐射四大社会功能。中共一大

纪念馆副馆长周峥在发言中梳理了上海弘扬伟大
建党精神、活化红色资源的实践，总结了党的诞生
地在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工作中的经验，并介
绍新时代党的诞生地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实
践路径。

此次研讨会设置了多场交流活动，与会代表
围绕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法治化、红色场馆建设、革
命遗址价值传播和提升、革命纪念馆展陈手法创
新与发展等话题充分讨论交流。来自全国各地革
命纪念馆、党史研究部门的专家学者提出诸多新
理念、新观点、新举措，具有理论的高度、实践的向
度、情感的温度。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还参观调研了中共三大
会址纪念馆、中共中央机关旧址春园、广州农讲所
纪念馆、广州起义纪念馆等广州市内具有代表性
的红色场馆。 （粤文）

“革命遗址与红色文化传承”研讨会在广州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