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路崎岖
她们用坚毅身影
践行着守护文物安全的庄严承诺

南京多丘陵河网，仅城区紫金山、秦淮河一带，就有近百处文物
保护单位。团队成员扎根基层数年如一日，守护着文物安全。她们每
隔一段时间就要深入山间林地、田间地头巡查拍照，查看文物本体
劣化程度、排查安全隐患，调查周边自然环境；对有管理单位的文保
点，她们会询问日常管理情况，查看用火用电、环境污染、施工干扰
等容易造成文物安全事故的因素。

文物点之间的距离相隔遥远，有时每天要奔波近三百公里，巡点
二十几处。在四季轮回中，巡查人员不时要冒着严寒酷暑、风霜雪雨，
跋山涉水，带着一身的尘土和杂草。通往文物点的道路，有的崎岖陡
峭，有的泥泞湿滑，她们都一一克服，用坚毅的身影践行着守护文物
安全的庄严承诺，成为行走在南京文化遗产间的“最美”风景。

炎炎烈日
她们挥洒汗水
诠释文物守护的信念担当

疫情期间，由于无法正常外出，也拖慢了年度巡查工作的进度。
2022年9月南京各区疫情有所缓解，却赶上了天气最热的时候。烈日
当头，南京市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巡查成员与区文物干部一道在遗
址区查看土层存量，排查是否有私自取土和盗掘的发生，随手清理
藤蔓杂草以免遮蔽旁边的标志碑。遇到“梅雨季”，上午还顶着大太
阳，下午就一阵雨过，潮湿闷热，原本就坑坑洼洼的土地，瞬间泥泞
不堪，脚下打滑。队员们在巡查过程中摔跤、跌倒是常发生的事。因
为要连续巡查很多个文物点，一刻都不能停歇，一天下来，汗流浃
背，加上天气闷热，随时会有中暑脱水的危险。但为了查看、记录文
物情况，她们还是选择咬紧牙关克服困难，用汗水诠释文物守护的
信念担当。

灾害天气
文物点上有她们
默默守护的身影

每年汛期，南京市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的文物巡查团队成员会
来到明城墙太平门段龙脖子路，查看南京城墙几处包山墙排水情况
并拍照记录；会驱车近百公里来到高淳水阳江跟踪查看几处水牮迁
移整修后是否安好；会来到溧水胭脂河与天生桥查看高涨的河水对
两岸的影响……台风等灾害天气期间，巡查员们会密切关注各文物
保护单位的安全。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孝陵功臣墓李文忠墓
为例，该处文保单位后山植被稀疏，高差较大，土质疏松。后山的陡
坡距离墓冢最近处仅5米距离，遇到台风天气，暴雨过后土壤含水量
陡增，随时有滑坡的风险。有一次在暴风雨过后，后山上几棵高大的
榆树拦腰折断，松树发生倒伏，值班领导和文物巡查员们深夜赶赴
现场，查勘情况，采取一些临时性措施。文物点上正是有她们默默守
护的身影，文物工作才多了一份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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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南京山水城林的
文物保护“ ”

李玮

南京，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作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获批40年来，始终积极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

产，名城特色不断彰显，并以古迹繁盛的历史遗存，不断传递着绵延千百年的城市文脉。

在钟灵毓秀的人文画卷里，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守护着南京的文化遗产。除了团队带头人，其余是清一色

的女同志。她们满怀责任，用双手为南京两千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建立档案，梳理它们的前世今生和历次变

迁；她们默默耕耘，用脚步去丈量金陵大地，照看着每一处散落在城市乡野中的文化遗产。她们是文物安全

的守护者，也是文化的传承者，她们是行走在南京山水城林的文物保护“娘子军”。

南京市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承担了南京市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及其他具有文物价值的古建筑、古遗

址、古墓葬、石刻及近现代纪念建筑物等不可移动文物的巡查保护和文物“四有档案”编制管理工作。

多年来，这支“娘子军”为主力的团队，始终怀揣保护文物的初心，坚持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扎根基层一

线，为南京2400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建立档案、定期巡查，默默守护着南京的文化遗产。团队先后参与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明功臣墓环境整治工程、安全防护及防雷工程、环境监测、文物保护安全综合管理监测平台、石刻

文物数字化保护等保护方案编制；配合省、市文物主管部门开展全市文物安全施工检查，组织承担主管单位交

办的省、市级课题研究等各项工作。2022年被江苏省文旅厅授予“江苏最美革命文物守护人”称号。

专业细致
开展文保单位修缮施工
中期检查咨询工作

除文物巡查外，团队还承担了对各区已开工备
案，并正在施工的文保工程进行中期检查咨询服务的
工作。主要包括文物保护工程的程序管理情况、工程
效果和质量、工程资料等。从业主方开工前的一系列
申报审批文件、招投标文件，到监理、施工的进场及开
工组织设计、施工期间的工程资料管理等一一审核。
组织专家现场踏勘，听取施工、监理介绍工程进展，了
解技术方案落实情况，特别关注文保单位维修加固
时，文物保护原则的遵守情况，传统工艺使用和新技
术、新材料试验情况，施工工艺是否符合质量要求等
内容。

近年来，团队共完成全市近 20个项目的中期检查
咨询服务，强化了对施工过程的监督和规范，消除施工
中对文物的破坏，防止因违规施工而造成的文物灭失、
损毁等重大文物安全事故的发生。多年来始终保持文
物保护修缮工程项目安全事故零记录。

兰台筑梦
埋头“四有”档案
梳理文物前世今生

南京市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文物巡查团队的“娘
子军”还承担着对南京市市级以上文物四有档案编制、
南京市考古卷宗的整理工作。

“四有”档案是文物工作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
是弥补文物损失的重要依据。“四有”档案记录和反映
了在开展文物保护工作中直接形成的并具有保存价
值的材料，是进行文物考古发掘、保护、维修和研究的
必要条件。目前，南京市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直接参
与档案编制的工作人员仅有 3人，点多面广，需要补充
完善的档案逐年增多。部分由寺庙、私人企业和个人
管理或使用的文物保护单位，并不重视文物档案的
整理，团队工作人员只能自己收集相关资料，再加上
不定期更新“四有”档案，无形中又增加了工作量。此
外，作为档案工作的基础，收集资料也是团队工作人
员要面临的难题。由于南京市文保单位涉及 12个区，
点多面广，部门工作人员较少，加上各区文物管理人
员配置不到位，工作繁忙，各区文物点资料采集基本
上要靠团队成员亲自上门，有些文保单位的照片甚
至要到文物点自己拍摄，这样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很多文物点交通十分不便，甚至没有通公交车。在
人数极其不足、工作量巨大、资料收集困难的情况下，
全靠投身文保事业的一腔热情支撑着团队成员日复
一日的辛劳工作。

工作条件虽然艰苦，但南京市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所文物“四有”档案的编制管理工作也为服务南京城市
发展和文物保护工作贡献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力量。目
前，已经为南京城墙老图片展、东南大学建筑设计院、
南京大学建筑设计院等各大高校、企事业单位编制文
保单位工程维修方案提供了大量的文字、图片等基础
性资料，在相关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兰台筑梦数
十载，故纸堆里写芳华”，她们埋头“四有”档案的编制
工作，梳理着文物前世今生，为文物点的信息安全、完
整，在幕后默默奉献。

作为基层文物保护工作者，她们始终保持积极进
取的工作态度，兢兢业业工作，勤勤恳恳付出，用实际
行动坚守着这份“初心”，看似娇弱的身躯却是守护南
京文脉的坚强卫士。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承载着这个
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一个国家的文化遗产，代表着
这个国家悠久历史文化的“根”与“魂”。保护和传承文
化遗产，就是守护民族和国家过去的辉煌、今天的资
源、未来的希望。

（作者单位：南京市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

团队巡查国保单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丛葬地（燕子矶）

团队巡查一般不可移动文物龙潭娘娘观遗址团队成员用无人机监测世界文化遗产、国保单位明孝陵徐
达墓石刻在阴雨环境下微生物病害情况

团队巡查一般不可移动文物竹园墩遗址团队巡查国保单位蒲塘桥

团队巡查国保单位蒲塘桥 团队巡查国保单位南京南朝石刻永宁陵石刻

团队进行四有档案制作

团队巡查市保单位桦墅石佛庵石刻团队巡查省保单位栖霞寺

团队巡查一般不可移动文物钱城子古文化遗址

团队巡查市保单位乾隆行宫遗址

团队巡查国保单位千佛崖石窟

团队成员采集国保单位南京南朝石刻萧景墓神道石刻风化及侵蚀情况

团队巡查省保单位永寿寺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