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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为庆贺龙年新春，首都博物馆基本陈

列“古代艺术玉器精品展”“岁华纪丽——
老北京民俗展”等六大展览重装亮相，2月
4日将新开幕“载瞻载止——新疆考古百
年成果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在已开放
的7个展览外，将上新“五光十色——故宫
博物院藏古代颜色釉瓷器展”“沧海撷珠
——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珍藏文物展”。
首都博物馆将馆藏文物中龙元素进行梳
理提炼，策划“遇见铜坐龙”系列活动，线
上线下互动连连，弘扬中华龙文化。还有

“博物馆里唱大戏”“博物馆里逛非遗”“博
物馆里逛文创市集”等活动和“新春纪念
打卡”展项，6家文创商店上架 600余种文
创产品，将北京地区的文化精粹与精美文
创汇聚一堂，为观众提供“一站式”体验。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携手通州区文化和旅
游局开展“运河有戏演艺周”“运河有约惠
民季”两大品牌活动，推出“星守计划”家
庭志愿特别行动，以及限时赠送限量龙年
纪念卡、限时免费加盖印章等互动活动。

首都博物馆下属白塔寺、智化寺、老
舍纪念馆开放 8个展览，并准备了知识拼
图、明信片手作、京音乐现场展演、纪念讲
座等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另有主题文创
上新、纪念印章收集等特色项目。

“四类”展览荟锦簇

北京市文物局从节日期间各馆举办
的200余项展览和文化活动中精选独具代
表性和特色的40个项目进行重点推介，根
据内容和形式划分为四类，分别为：以国
家自然博物馆“龙行中华——甲辰龙年生
肖文物大联展”、中国海关博物馆“一物一

品·关博藏品专题展·龙年品龙藏”等为代
表的“十大新春主题展览”；以故宫博物院

“历史之遇——中国与西亚古代文明交流
展”“璀璨波斯——伊朗文物精华展”、首
都博物馆“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北京
通史陈列”为代表的“十大精品文物展
览”；以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馆）“‘张灯结彩过龙年’2024甲辰新
春灯彩展”活动、北京民俗博物馆“第二十
三届北京民俗文化节”为代表的“十大民
风民俗活动”；以国家自然博物馆“龙图腾
系列活动”、北京汽车博物馆“我们的节
日·春节龙舟车”为代表的“十大青少年研
学活动”。

“十线”观游喜乐年

为进一步丰富春节假期文化供给，北
京市文物局聚焦北京市文博资源富集区，
兼顾交通便利程度与观览需求，为观众推
荐“可观、可游、可娱、可购”的10条博物馆
主题游线：结合古都气韵与现代艺术的

“隆福寺文博区”，联通什刹海历史文化保
护区与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的“什刹海
文博区”，综合旧居古建之美与购物休闲
之利的“西四文博区”，分布于南长河两侧
的“南长河文博区”，全面展现都城文化的

“木樨地文博区”，展现行业博物馆风采的
“崔各庄文博区”，大馆林立、类别丰富的
“奥森文博区”，红色印记点染山川秀色的
“香山文博区”，自然、历史遗迹丰富的“模
式口文博区”，还有重现漕运古道风采的

“副中心文博区”。10条线路各具特色，汇
集博物馆精品展览和特色活动及周边公
园、商圈、休闲等元素，为市民游客新春出
游提供更多选择。

（上接1版）

循序渐进 申遗工作一步一脚印

2023年9月17日，经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通
过，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填补世界遗产茶主题空白。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
数达到 57项，其中世界文化遗产 39项，丰厚的文化遗
产资源成为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见证，其他遗产的申
遗工作也在持续推动中。

北京中轴线保护和申遗加速进行，7次部市联席
会高位推进。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领导多次现场
调研北京中轴线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听取申遗保护
工作进展情况汇报，部署开展各项工作。要求充分发挥
部市合作机制作用，切实加强各部门各单位之间的沟
通、协作，做好北京中轴线相关文物建筑腾退修缮、考
古遗址保护展示、标识展示系统建设与周边环境整治
提升，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推进申遗各项工作落实。

国家文物局多次赴江西省景德镇市调研窑址申遗

保护工作，研究提出景德镇窑址价值主题和申报路径。
下一阶段还需加强遗存调查发掘，挖掘揭示制瓷作坊
历史格局，系统提升窑址和文物建筑保护展示阐释水
平，改善文物周边环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址
理事会、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组成国际联合
咨询小组就武当山古建筑群保护管理工作进行考察研
讨，实地调研13处遗产点，参加研讨会，推动缓冲区范
围优化。

海上丝绸之路、万里茶道跨国联合申遗取得重要进
展，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圆桌会议举办、中意世界
文化遗产地结好论坛举行，国际协商取得重要进展。

2024年，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将扎实推进，文物古
迹抢救性保护、预防性保护、研究性保护、功能性保护
进一步加强，长城、大运河、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重点发力，全力推进“北京中轴线”申遗等世界文化
遗产重点工作。相信新的一年，文物资源管理与文物保
护工作将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上接1版）

创新转化，不断拓展革命文物红色教育功能

让革命文物活起来，坚持保护利用成
果由人民共享，要以人民看得见、摸得着、
感受得到的方式推动革命文物创新转化。

“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淮海战役支前
文物展”“雪域丰碑——西藏革命文物展”

“铁军忠魂——新四军历史陈列”等精品
展、主题展、巡回展等与观众见面。《见证新
时代·新物心声》精品网络音频节目、《红色
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第二季、《复兴
印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主题
微纪录片》等一批精品节目播出。中共一大
纪念馆、延安革命纪念馆、重庆红岩革命历
史博物馆年接待主题教育及党建活动团体
7758批次、3587批次、2000余批次，全年接待
观众分别超过310余万人次、300余万人次、

1085余万人次。全网革命文物报道超 15万
篇（条），传播量超20亿人次。走进红色场馆、
重温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
量，革命文物蕴含的红色文化资源是激发爱
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

多方聚力，形成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合力

多方聚力，联动合作，久久为功。2023
年，国家文物局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
网信办联合开展“见证新时代”主题活动并
确定公布100件新时代见证物名单；与教育
部联合开展以革命文物为主题的“大思政
课”优质资源建设推广工作，遴选推出示范
项目 10个、精品项目 100个；与教育部协同
创建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全国 20
家纪念馆、20家高校联合创建；与国家民委
印发《关于充分运用革命文物资源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与国家林草局

印发《关于建设红色草原协同推进革命文
物与草原生态保护的通知》。“进京赶考之
路”“新四军东进北上”“川陕红色交通线”

“红军长征粤北突围”等 200余条红色游径
受到关注，革命文物正在成为提振旅游产
业、带动乡村振兴和区域发展的新增长点，
为充实丰富、进一步讲好党的故事提供新
的素材。构建参与广泛、形式多样、管理规
范的合作协同机制，聚合力量，共促革命文
物保护利用，形成革命文物事业高质量发
展的强大合力。

2024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在
革命文物保护上下功夫，在纪念馆建设、分
众式教育上下功夫，在深化合作和教育功
能发挥上下功夫，持续推进革命文物保护
利用高质量发展。

（上接1版）三官庙遗址发现18件夏商之际青铜器，
成为二里头遗址之外我国出土同时期青铜器数量
最多的遗址，并可能是我国迄今所见包括钺、戚、
戈、凿、铃、牌的完整仪仗青铜礼器组合和“毁兵”习
俗的最早案例。三是铜陵师姑墩遗址的考古发现与
多学科综合研究，将安徽长江流域青铜冶铸的历史
提前到二里头三四期。

商代，一是阜南台家寺遗址发现早商晚期至晚
商早期大型建筑、专用储藏室、青铜器铸造作坊及
陶范、祭祀用卜甲卜骨、高等贵族墓地及青铜礼器，
为安徽淮河流域商代聚落层级与布局，铸铜、制骨
等手工业生产及区域特点研究提供了新材料，确认
了该遗址作为同时期淮河中游地区青铜文明中心
的重要地位；二是丰富和拓展了安徽江淮地区商文
化皖西类型和商文化大城墩类型的文化内涵；三是
进一步厘清了湖熟文化的内涵特征，确认了其吴文
化的源头地位。

西周至春秋时期安徽江淮地区淮夷方国遗存
大量发现。

合肥大雁墩遗址西周时期青铜冶炼遗存，庐江
凤形遗址西周晚期陶范、鼓风管、铜渣，庐江坝埂遗
址春秋时期炉缸壁、陶范、石范，庐江丁家畈遗址西
周中晚期－春秋早期铜锭，与夏商时期的发现形成
互补，凸显了安徽江淮地区在我国青铜时代“金道锡
行”和南铜北进原料产地、通道和驻点的重要历史地位。

秦汉魏晋南北朝考古。当涂洞阳东吴墓的发掘
研究，揭示出安徽地区首例前、后室四隅券进式穹
窿顶结构大型砖室墓，在同类形制墓葬中规模仅次
于南京江宁上坊大墓，大于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和
苏州虎丘孙吴墓，随葬品使用了“九鼎八簋”陶礼器
组合和大量金银器，结合区位环境及布局、“永安”
纪年文字和相关文献，基本可以认定为吴景帝孙休
夫妇合葬墓。

铜陵、池州等地发现汉代铜矿开采冶铸遗
存，为汉代“铜官”和“丹阳铜”的产地研究提

供了新材料。
隋唐宋元明清考古。寿州窑、繁昌窑等窑址的

发掘研究取得新进展。隋唐大运河（通济渠）遗址安
徽段考古成果成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的重要支撑。凤阳明中都遗址厘清了城
垣、水系、宫殿建筑体系的布局、结构、工艺和营建
过程，弥补了宋元到明清时期宫殿制度转变的关键
环节材料，实证了明中都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建设
史上上承宋元、下启明清的重要地位，被评为“2021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研究阐释不断拓展深化

一系列重要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和科学阐
释，实证了安徽是人类起源与演化的重要区域和中
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揭示了夏商周时期安徽
淮夷方国和吴、越、楚等文化的丰富内涵，凸显了安
徽江淮地区的自然资源和作为交通要道、文化走廊
的区位优势，展现了秦汉至明清时期安徽地区在科
学、艺术、文化、社会、思想等多方面的辉煌成就和
贡献。丰富内涵的揭示，核心价值的挖掘，为繁昌人
字洞、东至华龙洞、蚌埠双墩、含山凌家滩、蒙城尉
迟寺、阜南台家寺、皖南古铜矿、六安国王陵、当涂
洞阳东吴墓、濉溪柳孜、芜湖繁昌窑、凤阳明中都等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提供了科学
决策依据。

而近年来《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科学揭
示安徽古代文明》《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
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安徽考古探索》等学术交
流，《中华文明探源的江淮印记》 等视频发布，

《宿州西关运河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宿州木牌坊
运河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安徽定远侯家寨》《安
徽南陵铁拐宋墓》等考古报告的出版，一系列考
古简报和学术论文的发表，凌家滩文化论坛、马
鞍山长江文化论坛、黄淮七省考古论坛、湘鄂豫
皖四省楚文化研究会年会等学术会议的举办，两

年一度的“安徽重要考古新发现暨优秀工地”评
选和“考古讲解大练兵”活动的开展，《文物带你
游安徽》《考古带你游安徽》《安徽考古走进中小
学》 等公众考古宣传，大型考古纪录片 《明中
都》的热播，《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考古成果国际
传播研究》等课题的深入推进，正在不断提升安
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地位和国内国际影响力。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保护传承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论述，
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
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紧紧围绕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国家重大课题，全力
推进含山凌家滩、淮南武王墩、凤阳明中都等安
徽重点项目发掘研究，推进《凌家滩遗址考古发
掘报告》《引江济淮工程考古发掘报告》《繁昌骆
冲窑址》《考古安徽·先秦篇》《考古学家眼中的
古代中国 安徽》 等考古发掘报告和科普图书出
版，不断拓展和深化考古成果的研究阐释，科学
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丰富中
华文明历史悠久、延绵不断、兼收并蓄等基本特
征，阐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
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讲清楚中国人的宇
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文明观，全面
揭示中华文明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大贡献
及其对于世界文明进程的深刻影响，理解伟大民
族精神和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根基，展现可信、可
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
信，让社会公众自觉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丰厚积
淀中汲取智慧启迪，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奋
进力量，积极投身建设安徽文化强省、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迈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是
安徽考古工作服务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时
代要求和光荣使命。

（作者系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本报讯 1月 30日，中共中央西南
局旧址保护利用工程启动仪式在重庆
市北碚区举办。

启动仪式上，签署了《中共中央西南
局旧址保护利用工程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和《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合作共建协议》。各
方将整合资源，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以保
护利用为重点，以学术交流为平台，以人
才培养为支撑，以社会服务为目的，以共
建共享为保障，共同实施中共中央西南局
旧址保护利用工程，建好红色研学教育
中心。

中共中央西南局缙云山办公地旧
址红色研学教育中心、美丽中国·缙云
山生态文明教育基地、中共中央西南局
缙云山办公地旧址保护利用研究中心、

小平干部学院现场教学基地、少先队校
外实践基地、重庆中共中央西南局历史
文化研究会、党员教育基地在仪式上
揭牌。

启动仪式上还发布了美丽中国缙
云山生态文明干部教育课程体系和红
色研学课程体系 1.0 版本。该课程体系
重点聚焦游学研学、党员教育和干部教
育三大主题，打造特色研学品牌。

当天，同步举办了中共中央西南局
旧址保护利用工程专题座谈会，与会专
家围绕中共中央西南局旧址保护利用
工程、红色研学教育中心建设和中共中
央西南局旧址 2024 年“四省一市”历史
文化主题系列活动等内容进行交流发
言。 （芈韫婧）

本报讯 近日，由宁夏回族自治区
文化和旅游厅（文物局）、固原市人民政府
主办，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支持，宁夏回族
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
馆承办的“丝路‘叙’语——叙利亚古代文
物精品展”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
馆开展。

此次展览展出99件（组）文物，包括
雕塑、陶瓷、银币、遗址图片和玻璃器等。展
览通过曙光——石器时代、变革——青铜
时代、争霸——铁器时代、融合——希腊罗
马与异彩纷呈的时代、对话——中叙两国间
的友好往来等五个单元，详细讲述叙利

亚文明的发展过程以及中叙两国交往交
流的故事。为丰富展览内容，还特别增加
数件宁夏地区出土的丝绸之路代表性文物。

该展为国外文物在固原首次展出，
为中叙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文化交往注
入新活力和新内容，为促进中叙两国文
明交流互鉴、相互启迪提供人文交流平
台，也让中国观众近距离体会人类文明
的多样性，感知古丝绸之路上各国人民
共同谱写的灿烂篇章。

展览期间，为满足不同观众的文化
需求，博物馆将配合推出系列社教活动。

（陈永岗）

本报讯 记者崔波报道 1月 27
日，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第六届
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产生
协会第六届理事会。顾群当选新一届理
事会理事长，64位社会各界人士当选为
理事。大会还研究成立13个专业委员会。

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创建
于 1993 年，是在民政部注册、以“少

数民族文物保护”为宗旨的国家级少数
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其由国家民族事务
委员会主管，中国民族博物馆进行业务
指导。协会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线，推动少数民族文物保护、传承
与发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目
前协会有团体会员 60余家，个人会员
200余名。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庞博报道
1 月 30 日，陕西全省文物局长会议在
西安召开，总结2023年全省文物工作，
部署 2024年重点任务，陕西省文物局
局长贾强作工作报告。会议传达文化
传承发展座谈会、全国文物局长会议
精神，宣读年度文物安全和消防安全
表彰决定。

会议指出，2023年，陕西省委办公
厅、省政府办公厅出台《关于加强全省
革命文物保护修缮的工作措施》，省财
政厅印发《支持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的若干措施》。陕西文物系统贯彻落实
全国、全省文物工作会议精神，成功举
办首届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大会，
圆满完成“中国·中亚峰会”接待任务，

高规格召开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
精心举办全国革命纪念馆高质量发展
论坛。重点工程有序推进，石峁、统万
城、乾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开放，
延安革命文物国家保护利用示范区创
建通过验收。推动“七个一流”目标创
建取得重大成果，促进文物事业高质
量发展取得新进展。

会议要求，2024年要坚持不懈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凝心铸魂，在担当新的文化使命
上谋求新突破，肩负起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的责任。要围绕重点抓
好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这门

“必修课”，做好统筹保护传承和开
发利用这道“必答题”，拿好“十四

五”规划落地落实这个“必得分”。
要紧扣筹办 2024年“5 · 18国际博物
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组织陕西第
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推进重点博物馆
改扩建工程等重点工作和七个一流
（13457工作路线图），努力为全省文
物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新成
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陕西
新篇作出新贡献。要秉持“大文物”
理念，以全面系统整体保护实现各类
文物应保尽保，在赓续传承中华文脉
上作出新贡献。要坚持“大考古”思
路，以考古科技创新融合实证中华文
明突出特性，在深化文明历史研究上
再攀新高峰。要拓展“大历史”视
野，以更多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

及人民群众，在文博公共文化服务上
实现新提升。要紧抓“大发展”机
遇，以文物国际交流合作促进中华文
化走向世界，在推进文明交流互鉴上
探索新路径。要形成“大保护”合
力，以文物科技人才引领带动治理能
力水平提升，在文物保护利用改革上
开创新局面。

陕西省文物局部门以上领导和直
属单位负责同志，陕西省纪委监委驻
省文化和旅游厅纪检监察组、设区市
文物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国家一级
博物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陕西段）、
陕西省文物保护科技创新联盟高校相
关院系、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
负责同志参加。

本报讯 1 月 29 日，甘肃全省文
物局长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全面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及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座谈会精神
等，总结2023年文物工作，部署2024年
重点任务。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
文化和旅游厅厅长何效祖出席会议并
讲话，省文物局局长程亮作报告。

会议指出，2023年，全省文物系统
统筹抓好文物保护、管理、研究、利用、
活起来“五位一体”发展，聚焦“典范”

“高地”树标杆，聚焦“三园一廊”抓示
范，聚焦文物系统保护促传承，聚焦红
色资源强保护，聚焦文物考古深研究，
聚焦科技创新激活力，聚焦活化利用
扩影响，聚焦文物治理提效能，推动全
省文物事业实现新发展新进步。

会议强调，2024年，全省文物系统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
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正
确处理好文物保护利用的关系，用最
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好文
物。全面加强文物保护管理，加快敦煌

研究院“典范”“高地”建设，建好用好
长城、长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打造
河西走廊国家文化遗产线路，实施文
物领域“强科技”行动，扎实开展第四
次全国文物普查，坚决守好文物安全
底线、红线。深化考古研究阐释，推进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等重
大项目，加快大地湾、大堡子山、锁阳
城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积极参
与第二批国家文物保护示范区创建、
国家文化地标遴选推介及蜀道研究
考古等工作。着力推动文物活化利
用，实施“国家古籍数字化保护”工

程，开展“云展览”“云教育”“云课堂”
“云直播”，构建线上线下相融合的传
播体系，落实文物介绍标牌通俗化改
进、文博网络宣传达人队伍建设任
务。扩大文物对外交流合作，积极主
动参与文物国际治理，打造甘肃文物
外宣品牌。

会议安排了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
国家文物保护资金管理使用及全省文
物安全工作。甘肃省直文博单位主要负
责人，各市（州）文旅（文物）局主要负责
人、分管负责人、相关科室负责人，省文
物局机关全体干部参加会议。 （朱茜）

中共中央西南局旧址保护利用工程启动

叙利亚古代文物精品展在宁夏开幕

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新一届理事会产生

陕西召开全省文物局长会议

甘肃全省文物局长会议召开

本报讯 为教育引导全局党员
干部进一步强化党员意识，增强党性
观念，1月 30日，河北省文物局举办
新党员入党宣誓暨老党员重温入党
誓词仪式。

佩戴党员徽章的新老党员们在
党员活动室整齐列队，举起右手，
紧握拳头，面向鲜红的党旗庄严宣
誓。宣誓后，新党员先后上台发
言，表达自己忠诚于党，不忘初
心，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坚定
决心。

此次宣誓活动是对党员一次

深刻的党性教育，希望全体党员
干部始终牢记入党誓词，以铿锵
誓言铭刻初心使命，用不懈奋斗
兑现庄严承诺。坚决贯彻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好全省
文物工作会议精神，加大文物保
护力度，提升科学治理水平，强
化文物研究阐释，推进文物有效
利用，让文物真正“活”起来，
努力推进全省文物事业高质量发
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河北篇章作出更大贡献。

（冀文）

本报讯 为吸引更多公众在新春
佳节之际走进博物馆、感受龙文化，
近日，中国航海博物馆推出“辰龙出
海：中国航海博物馆龙年迎春展”，
陪观众一起过大年。

辰龙出海、辞旧迎新，中国航海
博物馆充分挖掘航海文化中的“龙”
元素，精选唐双鹊衔绶云龙出海纹月
宫铜镜、明洪武“寿山福海”龙纹铜
镜、19世纪晚期“天津恒利”款浮雕
二龙戏珠银质潘趣碗、19 世纪晚期
锤揲龙纹橘皮地方形茶具、清掐丝珐
琅海水龙凤纹方瓶等馆藏珍品，展

示出或矫健威猛、或精巧清丽的“龙”
的艺术魅力。通过各种银器、珐琅器、瓷
器，观众既可以看到“昔年海上亲眼见，
龙出沧溟腾碧虚”的出海之龙，又可以
看到“乘龙兮辚辚，高驰兮冲天”的飞天
之龙、“玄豹夜寒和雾隐，骊龙春暖抱珠
眠”的捧珠之龙……多方位多角度感受
源远流长的“龙”文化。

据介绍，“辰龙出海”展将持续至
2 月 28 日。2 月 10 日至 2 月 17 日期
间，馆内还将举办“海博寻龙”等新
春特色活动，丰富群众节假日生活。

（黄佳萍）

河北省文物局举办新党员入党
宣誓暨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仪式

“辰龙出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龙年迎春展”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