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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
会会议二次审议。

去年 10月草案一审稿提请审议后，公开征求
社会公众意见。草案二审稿吸纳各方面意见建议，
明确了加强文物普查、加强文物消防安全管理等
内容。

看点一：加强文物普查和专项调查

文物普查是文物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
作，是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我国分别从 1956 年、
1981年、2007年开始开展过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第
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于 2023年 11月起开展。此外，
我国还针对长城、石窟寺等开展了专项调查。

草案二审稿明确国家加强文物普查和专项调
查，提高文物保护信息化建设水平。“我国资源类
立法普遍都有调查制度，如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
法等，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全面开展之际，进一
步确立国家开展文物普查和专项调查的法律地
位，对于构建全面普查、专项调查、空间管控、动态
监测相结合的文物资源管理体系具有基础性作
用。”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陆琼说。

专业人才队伍是文物事业长远发展的基础。
针对我国文物人才队伍在数量、结构与质量等方
面存在短板，与文物资源体量不匹配的现状，草案
二审稿明确了国家加大考古、修缮、修复等文物保
护专业人才培养力度，健全人才培养、使用、评价
和激励机制。

看点二：突出和完善与中国共产党有关文物
的保护

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
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加强革命文物保护立法
是近年来文物领域地方立法的重要方面。据统计，
全国已经有20多个省区市出台了红色资源保护传
承的地方性立法，为国家层面加强立法保护提供
了丰富实践和有效探索。

草案二审稿在总则中增加了“对与中国共产
党各个历史时期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和
伟大建党精神有关的文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
取措施加强保护”的内容。

“草案二审稿将与中国共产党有关文物的保
护单列一条，并增加‘伟大建党精神’的表述，体现
了鲜明的立法导向。草案二审稿中的这一规定，使
得革命文物的内涵更加丰富。”中国共产党早期北
京革命活动纪念馆馆长杨家毅说。

看点三：加强文物消防安全管理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火灾事故一直
是文物安全的重要威胁，近年来国内外博物馆、文
物建筑多次发生火灾，导致文物损毁严重，文物消
防安全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今年 5月，国家文物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的通知，要求各地迅速开展风险隐患自查自改，切
实消除文物安全隐患问题，切实提升消防应急处
置能力，加大安全事故追责问责力度，切实提升文
物消防安全意识。

对此，草案二审稿专门增加了相关条款，明确
不可移动文物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应当加强用火
用电用气等的消防安全管理，采取有针对性的消
防安全措施。

“从法律上明确增加相关主体的文物消防安
全职责，坚决筑牢安全防线，对加强不可移动文物
消防安全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故宫博物院研究馆
员张克贵表示。

看点四：让文物活起来

文物承载历史，映照当下，启迪未来。深入挖
掘文物价值，有利于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脉在
创新中赓续绵延。

草案二审稿增加了若干让文物活起来的举

措。比如，规定为保护不可移动文物建立的博物馆
等单位，应当加强对不可移动文物价值的挖掘阐
释，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讲解；鼓励和支持文物收
藏单位收藏、保护可移动文物，开展文物展览展
示、宣传教育和科学研究等活动；对在文物价值挖
掘阐释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的，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给予表彰、奖励等。

与草案一审稿相比，此次提请审议的草案二
审稿明显加强了对博物馆和馆藏文物的关注。

“草案二审稿规定文物收藏单位应当改善服务条
件，提高服务水平。这也需要各级政府和有关主
管部门加大对博物馆的支持力度，创造更好的政
策环境，推动博物馆为全社会提供更好的公共文
化产品和优质服务。”山东博物馆党委书记、馆
长刘延常说。

看点五：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
事业

文物保护不仅是某家单位或机构的事，也不
仅是某个专业群体的事，需要社会各方共同行动
起来，积极参与。

草案二审稿明确国家健全社会参与机制，调
动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鼓励引
导社会力量投入文化遗产保护，并在表彰奖励、文
物认定、行政管理等方面作出细化规定，为社会力
量参与文物保护提供制度支撑。

“这些规定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比如，公民
可以提出核定公布文物保护单位或者登记公布未
定级不可移动文物的建议，有助于引导全社会更
加关注和参与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公平对待国
有文物收藏单位和非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是对非
国有博物馆群体的极大鼓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教授王云霞建议，下一步可在税收等政策优惠
方面规定得更加明确，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社会
参与的文物工作格局。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记者施雨岑、杨湛菲）

本报讯 记者翟如月报道 近日，2024 北京
博物馆月成果发布会在首都博物馆举办，标志着
自 5 月 18 日启动的 2024 北京博物馆月活动落下
帷幕。

2024北京博物馆月围绕 5 · 18国际博物馆日
“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主题，以“博物馆
之城——让学习更快乐”为活动口号，连续推
出展览周、文创周、电影周和阅读周四个主题
周系列活动，共有近 150 家博物馆参与。其中，
展览周“百馆千展万人观”活动备受关注，约
210 万人走进博物馆。文创周“一赛六集多空
间”活动共组织 90 余家博物馆和文创机构参
与；电影周组织 20 余家博物馆举办观影活动近
40场；阅读周期间，25家博物馆举办 40余场专
题讲座、新书发布、图书折扣和图书交换等活

动。北京博物馆月以精心的活动策划、丰富多
样的线上线下活动，不仅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好评，也成功营造了全社会共建共享博物馆
之城的浓厚氛围。

成果发布会回顾了2024北京博物馆月的精彩
瞬间，重点发布了四个主题周成果。经过认真遴
选，每个主题周均推介了10个优质项目。

为推进博物馆更好服务学校教育教学，深
入开展馆校融合模式研究，活动期间，北京市文
物局联合市教委，精心策划制作了“博物馆第一
课”线上课程。活动现场，“博物馆第一课”正式
发布，6月 19日已在北京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和
学习强国北京平台上线，北京市教委组织全市
中小学生观看学习。“博物馆第一课”以《大运河
与北京城》为题，充分利用和挖掘北京大运河博

物馆展陈资源，结合中小学课程内容，为学生提
供大运河与北京城专题的博雅和通识教育。

活动还发布了6月27日起在北京大运河博物
馆开展的“探秘古蜀文明——三星堆与金沙”展
览相关情况。展览期间，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还将
围绕展览主题和展品开发多款主题文创产品，推
出体验式展览项目。

此外，在活动当天举办的博物馆之城圆桌
对话上，来自故宫博物院、北京师范大学和北
京多所中小学的博物馆、教育等领域专家，围
绕博物馆教育主题，进行了 《馆校合作：博物
馆如何供给资源》《博物馆学习原理与学习方式
及课程建设》《馆校融合打造教育新质生产力》
等主题发言，分享经验、交流工作，共同探讨
馆校融合发展之路。

北京博物馆月活动收官

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二审稿五大看点

本报讯 记者何文娟报道 6月22日，
“东江文明 先秦古国”专家会在广东省惠
州市博罗县召开。会议邀请来自中国文化
遗产研究院、中山大学、广东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广东省文物鉴定站的专家学者作主
题演讲，从多个角度、不同维度探寻惠州古
文明。

与会专家以博罗横岭山墓地、梅花墩
窑址、银岗窑址等惠州先秦考古发现为中
心，对“何以‘缚娄’”进行了阐释，将惠州历
年来的重要考古遗存置于中华文明史和岭
南文化史的视野中进行解读，并结合新时
代文物工作要求对惠州文物资源的保护研
究活化利用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惠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经先秦
“缚娄古国”、秦汉博罗古县、隋唐循州府
城、宋元惠州名城、明清岭东雄郡、近代革命
摇篮、改革开放前沿，成为岭南地区文明的重
要传承之地。近年来，惠州文物保护和考古工

作不断向前、向好发展，考古制度体系不断完
善，在省内具有影响力的重大考古项目不断
涌现，文物保护和考古成果惠及更广大人
民群众，文物保护和考古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的作用进一步增强。

惠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此次专家会的召开旨在进一步挖
掘整理惠州历史文化资源，开展东江流域
文物考古工作，丰富高品质文化供给，焕发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新活力，为打造粤港澳
大湾区重要旅游目的地注入新的活力。

会议由惠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主办，博罗县文化
广电旅游体育局和罗浮山风景名胜区管理
委员会承办。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物
局，惠州市政府相关领导出席会议。惠州市
各级单位代表，相关学术机构、协会代表，
文史学者，惠州学院师生代表及相关媒体
单位近300人参加会议。

“东江文明 先秦古国”专家会在惠州召开

本报讯 记者甘婷婷报道 日前，由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山东华侨博物馆主
办的“荣耀与牺牲——一战华工的历史印
记”展览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幕。

本次展览汇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山东华侨博物馆、威海市博物馆（威海市一
战华工纪念馆）、潍坊市坊子区博物馆馆藏
一战华工相关实物80余件、历史影像500余
幅，分华工招募、远涉重洋、战勤保障、异乡
生活、战后遣留、东方欲晓、追忆华工、华工
故事8个部分，讲述一战期间华工的艰辛顽
强、不畏牺牲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战期间，约 14 万中国劳工选择背井
离乡，远渡重洋到达欧洲西线战场，在英
国、法国等协约国军队从事繁重的战地后
勤工作。华工用自己的双手修建工事、运输

物资，在巨大的压力和危险下始终保持乐
观精神和高昂斗志。他们勤劳勇敢、吃苦耐
劳，在异国他乡彼此关心、互相扶持，共同
面对困难和挑战。他们为一战的提早结束
和战后重建作出了贡献。

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
究所研究员张俊义就一战华工课题研究
进行分享；华工后裔代表马京东讲述了其
祖父马春岺作为一战华工在海外的经历；
中国侨联海外委员、法国中法友谊互助协
会名誉会长吴时敏向中国华侨历史博物
馆捐赠一战时期的法国《镜报》。马京东、
潍坊民革市委会妇青工作委员会委员秦
国宁向山东华侨博物馆捐赠银质勋章及
侨民证等藏品。

展览将持续至9月1日。

“一战华工的历史印记”展在京展出

沈阳工业博物馆，被印制在第三
套人民币贰元券正面的新中国第一
台普通车床（图①）。馆内现有通史、
铸造、机床、汽车、铁西 5 个常设展
馆，通过大型工业厂房遗址、记录时
代精神的机器设备和标志性事件的
工业历史，呈现给游客工业历史进
程中的文明与进步，彰显工业文化的
传承与弘扬，是赓续红色基因、展现
城市精神、传承工业文脉、弘扬社会
主旋律的重要窗口。

抗美援朝纪念馆以中朝建交 75
周年为契机，围绕年度主题，精心策
划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纪实专
题展”等 10余个原创专题展览，对基
本陈列“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进行
了多方位有效延伸与补充（图②）。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细菌实
验室遗址（图③）。自 2012年始，侵华
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与黑
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陆续对侵华
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平房营区的 18处
旧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保护修缮等工
作。在确保旧址真实性的前提下延续
文物建筑的寿命，修复历史旧貌，向
世人展示七三一旧址历史格局，发挥
爱国主义教育作用。

走进博物馆 感受东北波澜壮阔发展历程
陈颖航

走进这片充满厚重工业气息与深厚文化底蕴
的土地，东北地区的博物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和活力，书写着辉煌篇章。它们的建设与发展，不
只是对过往岁月的尊重和缅怀，更是对未来文化
自信的铺垫和滋养。近日，国家文物局组织“文物
保护看基层”主题宣传活动，媒体团走进东北地区
的博物馆，感受东北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

①①

②②

③③

本报讯 记者卢阳报道 日前，由中国历史
研究院编著的《文明中国——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的考古学阐释》一书，在第三十届北京国际图书
博览会现场的科学出版社展台进行图书宣介活
动。该书主创团队的部分成员在现场与广大读者
和媒体记者进行了图书分享和交流。

《文明中国——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考古学
阐释》由科学出版社于2024年5月底出版，并分
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研究阐释工程”阶段性重大成果发布会、中国历
史研究院召开的全国史学界研究阐释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首场重大成果发布会上发布，得到学
术界的广泛关注。

该书结合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对中
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
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进行了考古
学实证，同时细致解读每一个突出特性的内在特
质、深入剖析其形成原因，对于深入了解中华五

千多年文明史，深刻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
性、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力推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均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该书作为第一部从考古学角度阐释中华文明
“五个突出特性”的实证性著作，被列入中国社
会科学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阐释工程重大项
目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丛书”。

《文明中国——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考古学阐释》
图书宣介会在京举办

（上接1版）
浙江通过嘉兴子城、临安吴越国王陵、杭州德寿宫

等城市型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不断在文脉织补、文旅
产业输出、城市品牌宣介等方面探索与城市协调发展、
有机融合的经验，营造城市历史与现代、文化与产业时
空交叠的公共文化空间，充分发挥其在当下城市更新中
的内驱动力。

走西风古道、望汉家陵阙，作为陕西“大汉文化主题
游径”重要组成板块的秦汉新城“大汉紫道”，坚持“保护
为先”理念和“不拆、不建、不挖”原则，按照“汉遗址+汉
文化+文物主题游径+文化 IP”规划思路，以环境整治和
景观提升为主，构建探寻帝陵遗址厚重历史、体验黄土台
塬田野风光、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研学游线，交互式
带动乡村振兴的多元特色文旅廊道。

马宝收说，目前秦咸阳城六号宫殿保护展示方案
正在编制中，为西汉帝陵保护，改善遗址周边环境
和基础设施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新疆，北庭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并有序开
放，苏巴什佛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正加紧推进，交
河故城、卓尔库特古城、达勒特古城3处自治区级考古
遗址公园建设高标准启动。“9处大遗址全面对外开放
展示并迈向新质发展方向，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在春风
化雨润择人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文化润
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副局长李强表示。

服务提质增效 大遗址融入生活

明晰的标识导览，优质的讲解服务，新颖的智慧展
示……近年来，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标识系统建设
不断完善，让观众参观体验更加便捷舒适。

2023年，11家遗址公园开展考古遗迹阐释展示工
程，钓鱼城开展九口锅摩崖石刻文物保护展示项目前期
研究，进行文字识读再现。甑皮岩遗址博物馆等根据考

古研究开展博物馆展陈提升，改善展示条件，增补展示
与阐释内容，提升参观体验水平。

金龙翻舞、活灵活现，一群活力四射的孩子以《龙
行龘龘》舞出了龙腾虎跃的精神、新时代少年的风采；
玉琢华章，溯源文明，悠扬婉转的歌曲 《玉见凌家
滩》、恢宏壮观的舞蹈《梦回凌家滩》，用艺术语言将凌
家滩文明的绝代风华娓娓道来。

今年5月，在第五届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文化艺术周
上，古老与时尚在这里交融，历史与现代在这里“重
逢”。文创市集聚了周口店、金沙、西夏陵、安吉古城等
30余个创意妙趣的考古遗址公园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大
放异彩，市民、游客在感受历史、沉浸科技的同时，也
忍不住“淘”点心仪文创产品。

在元宇宙世界中复现的千余年前张家港黄泗浦“帆
浆如帜、商旅辐辏”的盛景与辉煌，让观众流连忘返。

“折叠黄泗浦”考古遗址元宇宙，将考古遗址与元宇宙
技术相结合，综合运用AR沉浸式实景游戏、MR交互
式文物导览、VR国风沉浸式互动、XR跨平台数字人
讲解等多种技术手段，从而实现“考古+元宇宙”的结
合，将大遗址的研究阐释推向无限的元宇宙空间，让观
众沉浸式体验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金沙太阳节”已成为成都春节期间的文化盛会，
实现了遗址公园与城市一体共融发展，金沙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建成后接待观众达数千万人次。四川省文物局副局长
何振华介绍，三星堆、邛窑、宝墩、城坝、罗家坝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带动道路交通、文旅设施等关联项目
实施，美化了乡村环境，促进了乡村旅游和产业发展，
让属地居民在大遗址保护利用过程中得到了实惠。

据统计，2023 年 55 家遗址公园共开展社会活动
3667项，同比增长 2701次。活动类型多样，研学、展
览、专题讲座和论坛等活动明显增多。遗址公园组织研
学游活动1501次，组织展览活动306次，组织学校第二
课堂活动 376次。考古遗址公园的研究、教育和游憩
功能日益突出，到大遗址去，日渐融入人民的生活。

（上接1版）
2022 年 8 月 12 日开始，同事在

上山没有发现徐利民的身影，都很
纳闷，因为以往他隔一两天就会来。
而此时的他已因病住进了医院。

“上山工作不能落下！现在是上
山项目推进最关键的时刻，我这病
生得真不是时候啊。”徐利民带着内
疚和懊恼的口气回复同事。

同事以为他会很快回来。没
想到这一次，竟是永别！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徐利民说得
最多的、最关心的还是工作上的事，
心里最牵挂的还是上山和宣传的事。

“他无法使用手机了，就让我女
婿编辑好信息读给他听，经过确认
后再发送给相关同事。”徐利民的哥
哥徐树明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早已
泪眼蒙眬。

2022 年 9 月 20 日，徐利民的生
命永远地定格在 52 岁。就在第二
天，浙江宣传微信公众号推送了他
和同事们之前一起写的《万年上山
为何成为了圣火采集地》，深刻解读
了古老文明如何迸发出崭新活力。

徐利民一生致力于上山文化的
传承保护利用工作，真正做到了一
名宣传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

“你注视着那颗小小的稻米，从
此一眼万年，古老的彩陶，显影出中
华文明的足迹。”徐利民站在保护中
华民族“根”和“魂”的高度，在“上
山”路上孜孜以求，树立了一座永远
的丰碑。

（图①②由当地文物部门提供 图③由陈颖航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