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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为进一步做好新时期河南省
城乡历史文化资源普查认定，规范省级历史文化
名城名镇名村和历史文化街区申报管理工作，构
建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河南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河南省文物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文
件规定，结合河南省实际，制定印发《河南省历
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历史文化街区申报管理办
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适用于河南省行政区域内省级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的申报和批准
工作，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
街区的申报和批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同
时规定了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
街区的申报条件标准，包括申报所需的历史文化
价值及能够体现历史文化价值的物质载体和空间
环境。

根据《办法》规定，省级历史文化名城需要
体现特定历史时期的城市格局风貌，历史文化
街区和历史建筑保存完好。历史文化街区不少
于 1片，每片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保护范围面积
不小于 1 公顷；50 米以上历史街巷不少于 2 条；
历史建筑不少于 10 处；同时，各级文物保护单
位不少于 10 处，保存状态良好，且能够体现城
市历史文化核心价值。省级历史文化名镇现存
文物保护单位、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的不可移动文物及历史建筑总建筑面积不小于
4000 平方米；历史文化名村现存文物保护单
位、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
文物及历史建筑总建筑面积不小于 2000 平方
米 ； 同 时 ， 传 统 格 局 基 本 完 整 ， 且 构 成 镇
（乡）、村格局和历史风貌的街巷、环境要素是
历史遗存原物，保存文物丰富或历史建筑集中

成片。省级历史文化街区需要具有一定规模和
真实的物质载体和空间环境，传统格局和历史
风貌基本完整，且构成街区格局和历史风貌的历
史街巷和历史环境要素是历史存留的原物，核心
保护范围面积不小于 1 公顷；保存文物特别丰
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核心保护范围内文物建
筑、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等保护类建筑的用
地总面积不小于核心保护范围内所有建筑用地总
面积的60%。

《办法》要求，要建立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管理平台，依法完成文物保护单位“四有”工
作，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制定实施相关
保护管理制度，健全保护管理机制；守住省级历
史文化名镇名村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底线，开展
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完成历史建筑测绘，开展保
护修缮，提升人居环境。 （豫文）

本报讯 记者徐秀丽报道 近 日 ，
“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 2024”开学礼在
故宫博物院举办。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
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
局副局长梁宏正、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
化局副局长郑继明等出席活动。

王旭东表示，希望故宫博物院能成为
参与实习计划的港澳青年学子圆梦、亲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地，助力青年学子
感悟中华文明的万千气象，深入了解保护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过程。同时勉
励同学们珍惜韶华、不负青春，通过广泛
的学习实践深化对故宫和祖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了解，共同挖掘、传承与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近年来，故宫博物院与港澳地区在

文化展示、文物保护、观众服务、学术
出版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交
流互动。此前举办的四届活动中，累计
接收 164 名青年在故宫博物院进行实习
交流。今年，来自港澳的 39 位青年学子
将在故宫博物院 8 个部门的不同岗位实
习，学生们将在 7 周时间里收获丰富多
彩、卓有成效的实习与实践体验。实习活
动将进一步促进青年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自
豪感与自信心，从而吸引更多青年学子加
入保护、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队伍。

本报讯 日前，“烽火南疆——广西近
现代革命史陈列”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
馆正式向社会公众开放。

展览吸收中国共产党历史、广西近现
代革命史、广西地方史研究的最新史料和
研究成果，准确把握广西近现代革命史的
主题主线、主流本质，重点展示中国共产
党领导广西各族人民走过的革命岁月和取
得的重大成就，反映中国共产党人筚路蓝
缕、顽强奋斗的伟大历程。

展览以时间为主线，以广西近现代发
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辅线，分为“太平天
国”“抗法固边”“共和曙光”“高擎红旗”

“抗日救亡”“八桂新天”6部分，共展出
文物 225 件 （套），以革命文物为主，其
中不乏珍贵文物和新征集的文物。展览运
用场景、模型、雕塑、油画、图版、多媒
体等辅助展品，准确解读革命文物信息，
再现革命英雄事迹和重大历史事件，多层
次、全方位展示革命历史事实和精神内
涵，揭示八桂大地的红色密码，传承红色
基因。

据了解，随着此次展览的正式开展，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共有 9个常设展览
对外开放，在暑假期间为观众们提供更加
多样化的选择。 （桂文）

河南出台办法规范省级历史文化
名城名镇名村和历史文化街区申报管理

“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4”开学礼
在故宫博物院举办

广西近现代革命史陈列开展

本报讯 日前，由广东省博物馆与意大
利那不勒斯国立考古博物馆共同举办的“罗
马帝国的艺术——那不勒斯国立考古博物
馆藏文物精品展”在粤博展出。

展览精选98件（套）罗马帝国时期的代
表性文物，通过“艺术语言”“肖像”“色彩”

“风尚”“宴饮”“技术”6个维度，全方位揭秘
罗马帝国时期的艺术和生活，为我国观众带
来一场跨越时空的艺术之旅。在展文物均来
自那不勒斯国立考古博物馆，有的是在赫库
兰尼姆遗址和庞贝古城遗址中发掘的瑰宝，

有的是原法尔内塞家族的传世珍藏，涵盖雕
塑、湿壁画、马赛克镶嵌画、银器和玻璃器等
多个艺术门类。

展览从规划有序的城市到装饰精美的壁
画和马赛克镶嵌画的住宅，每一处都呈现了
罗马帝国时代的繁荣与生活美学。通过展
览，观众得以一窥罗马帝国时期艺术的璀
璨，深入感受人类文明的独特艺术魅力与深
邃内涵。

展览将持续至10月13日。
（粤博）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庞博报道 7月6
日至7日，“蜀道及石门石刻学术研讨会”在
陕西理工大学召开。研讨会由中国唐代文学
学会唐诗之路研究会、陕西理工大学、汉中
市博物馆、石门水库管理局共同主办，陕西
理工大学汉中汉文化研究院、人文学院承
办，汉中蜀道石刻艺术博物馆、汉中汉江书
院等单位协办。来自上海、重庆、江苏、四川、
陕西、甘肃等地的有关专家学者参加。

与会代表分别就蜀道及石门石刻研究、
保护、利用、申遗和文化传承进行深入探讨
与交流，对陕西广播电视台六集电视纪录片

《秦蜀古道》拍摄方案建言献策，集体考察汉
中市博物馆蜀道和栈道展览。

蜀道及石门栈道是中华文明的大通道
和文化瑰宝，是西部文化的轴心、艺术廊道。
此次研讨会的召开，将进一步推动蜀道文化
遗产保护利用工作见成效。

那不勒斯国立考古博物馆藏文物
精品展在粤博展出

蜀道及石门石刻学术研讨会
在陕西汉中召开

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南京大
学历史学院教授、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荣
誉资深教授、江苏省社科名家蒋赞初先
生，2024年 7月 15日 9时 56分在南京逝
世，享年97岁。

蒋先生 1927 年 5 月出生于江苏宜
兴，1946年入中央大学学习，1950年毕
业，至南京博物院工作，曾兼任华东文
物工作队浙江组组长等职务，以及中央
考古训练班辅导员。1957年调回南京大
学历史系。1972年南京大学设置考古专
业，曾任考古教研室主任，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2009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化部、国家文物局授予“中国文物、博
物馆事业杰出人物”称号，2013年由中
共江苏省委、省人民政府评为“江苏社
科名家”，2014 年荣任南京大学首批

“人文社会科学荣誉资深教授”。
先生科研成果丰硕，出版有《南京

史话》《长江中下游历史考古论文集》等
论著，编纂有《鄂城六朝墓发掘报告》等考
古报告、图录，并为《南唐二陵发掘报告》
的主要编撰人之一；在《文物》等期刊发表

《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等百余篇简报、论
文。先生的研究奠定了南京大学考古学科
的特色，影响深远。

先生是南京大学考古学科的主要创
始人，经常带队指导学生的田野考古
教 学 实 习 ， 涉 及 的 遗 址 有 鄂 城 六 朝
墓、镇江铁瓮城等，奠定了南京大学
考古学，特别是在历史时期考古学上
的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先生先后担
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考古学科组
成 员 、 中 国 考 古 学 会 理 事 等 社 会 职
务。先生的一生，为南京大学考古学
科，为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为弘扬
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卓
越的贡献。

蒋赞初先生逝世

本报讯 记者肖维波报道 7月 12 日，
由北京市文物局、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
作办公室指导，北京京企中轴线保护公益
基金会、北京市少年宫、北京歌华文化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中华世纪坛艺术馆等单
位共同主办的大众篆刻体验活动在北京市
少年宫举行。

主办方在活动现场设置印章打卡体验
区，带领学生们深入了解鼓楼、故宫、太
庙、社稷坛等首都各遗产点历史文化内
涵，通过印章图案感受古都的辉煌与荣
耀，为此次“篆刻之旅”留下15枚印章作
为纪念。现场的数字工具雕刻机巧妙地将
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工作人员向

参与活动的学生介绍并展示了当前篆刻领
域的创新成果和发展趋势，让大家对传统
文化的创新发展有更深刻的认识。学生们
还品读了由大众篆刻丛书编委会编写、西
泠印社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大众篆刻十八
讲》，进一步了解了大众篆刻的新理念、新
方法、新路径。

本次“印享篆刻”艺术课堂内容涵盖印
文化、篆刻艺术的多个层面，学生们通过亲
身参与学习了篆刻的基本理论后，将文字、
图案等元素巧妙地组合在一起，以首都遗产
为篆刻题材，认真构思图案和布白，将自己
独特的设计完美呈现，并分享各自在篆刻过
程中的心得和体会。

“大众篆刻”走进北京市少年宫

重庆，地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地势垂直
变化明显，造就温湿多雨的潮湿环境，为昆虫和微
生物生长发育提供了适宜的条件，馆藏文物遭受
有害生物侵袭的风险长期存在。“重庆既是雾都又
是火炉，湿热使文物很容易长霉、生虫，所以从 20
世纪 90年代起，就开始了文物防虫防霉的方法探
索，30多年的积累，为我们开展馆藏文物生物病害
防治奠定了基础。”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退休研究
馆员王春提到文物的虫霉危害感慨道。

自2019年获批为馆藏文物有害生物控制研究
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
馆抓住发展机遇，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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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创新”发展理念相结合，促
进馆藏文物虫霉病害防治研究与实践工作高质量
发展。近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文物虫霉
病害防治研究”项目获评“2023年度文物事业高质
量发展入围案例”。

多学科交叉
搭建人才聚集新高地

人才兴，百业兴，人才是第一资源。我国馆藏
文物虫霉病害频发与业内文物虫霉病害防治专业
人员匮乏的矛盾长期存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精准锚定行业需求，勇于打破行业壁垒，实行多渠
道引进、多元化培养人才队伍建设方案。近十年，
对外有计划渐进引入学历多层次、专业多样化的
科研人才；对内积极开展以老带新、进修培训、联
合培养等，加速培养学科带头人、科研骨干和青年
后备力量，组建了全国唯一的专业从事馆藏文物
虫霉病害防治研究的高水平科研团队，打造了“既
懂生物，又懂文物”的文理融合交叉复合型专业研
究队伍。目前，团队在职专业研究人员涉及理工农
医多个学科，共16人，其中博士3名，硕士8名。“我
对文物保护和生物学都特别感兴趣！实验室指导
我做研究的刘家路老师是昆虫学方面的博士，没
想到博物馆里还有做生物研究的人。”2023年，重
庆育才中学的朱正洋同学通过在重庆中国三峡博
物馆虫害科研平台开展“植物精油消杀馆藏文物
常见害虫的研究”获得了第 38届重庆市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二等奖，同年，他被美国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生物学专业录取。“我想通过更专业的学
习，以后也能为文物治病。”学科交叉的魅力，正潜
移默化地将文物保护的种子播撒到朝气蓬勃的青
年人心里，为未来的人才培养蓄力。

多维度研究
强化文物保护针对性

文物虫霉病害防治研究除文物保护基础研究
外，还涵盖了馆藏文物生物劣化机制研究、数据库
建设、熏蒸剂研发、馆藏文物熏蒸技术与装备研发
等，涉及微观到宏观、基础理论到应用实践，虽然
维度众多，但核心始终是服务文物保护需求。

以专业标本库的建设为例，重庆中国三峡博
物馆建立了国内唯一的馆藏文物生物病害致病菌
种库和虫种库，为馆藏文物生物病害快速识别和
馆藏文物消杀效果评价提供了研究素材和精准靶
标。依托科学技术部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馆藏

文物生物风险防控关键技术研究》建立的两库资
源，涵盖真菌 182种，害虫 8种，病害图片 8000
余张，数据资源全部来源于虫蛀、霉变文物。结
合卷积神经网络算法，搭建了我国首个文物常见
生物病害在线专家系统，通过图片和序列上传比
对，实现对常见害虫和霉菌的快速在线识别，极
大提升了缺乏生物背景知识的基层文物保管人员
对文物虫霉病害风险的感知和管理能力。同时，
两个标本库的资源也为博物馆藏品入库处理、染
霉带虫文物消毒消杀处理等提供了有效指示物，
为消杀效果提供可靠判断依据，为入库文物虫霉
污染源的有效控制提供重要保障。

“文物霉变和文物虫蛀被肉眼发现时，往往已
经十分严重，为后续的保护修复带来极大困难，所
以我们一直致力于研发能够在文物生物病害痕量
或微量期就能对其进行感知和识别的技术，做到
即时感知、见微知著，以控制虫霉病害的快速蔓
延。”重点科研基地常务副主任、重庆中国三峡博
物馆文物保护与考古部主任刘华成介绍。光纤光
谱和ATP生物发光法两项检测新技术的研发与应
用解决了文物霉变现场定性难与定量难的问题。
重点科研基地联合重庆理工大学光纤传感与光电
检测重庆市重点实验室，针对文物材质的特殊性，
利用像头发丝一样细的光纤传感器，通过一束光，
就可以实现对霉菌的种类识别。而应用于文物表
面丝状真菌定量检测的ATP检测技术，可以在 15
秒时间内对文物表面霉菌进行数量检测，实现对
文物霉变的快速定量。重点科研基地正在与奉贤
博物馆开展油画藏品的保护研究项目，油画保护
修复人员李阳在使用ATP荧光仪进行文物检查时
说道：“这个技术太实用了！文物的一些霉变在早
期很难发现也容易误判，会耽误文物的治疗时间，
现在使用ATP荧光仪进行定量检测之后，每次只
要在文物表面轻轻涂刷一下，在现场就知道这件
文物有没有发霉、是否安全，让我们对文物的日常
养护方便许多。”

多区域应用
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重点科研基地研究的科学问题来源于文物
保护一线的工作需求，所以研究成果也一定要落
地到实际工作中去。通过‘积极主动地推广试用—
问题反馈—迭代升级’几个步骤，研究成果已服务
了全国近 50余家文博单位，获得了多家单位的成

果应用证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长、馆藏文
物有害生物控制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
任牟丰京说。

2021年，植物源熏蒸剂作为我国馆藏文物预
防性保护最新成果，在国家文物局主办的国际博
物馆日中国主会场大展“万年永宝——中国馆藏
文物保护成果展”上展示。2023年，由重点科研基
地自主研发的馆藏文物保存环境空气微生物净化
装置亮相“制器为先——文物保护技术装备应用
展”。其他成果，如馆藏文物轻型柔性消毒舱、基于
ATP生物发光法的文物霉变快速检测技术等，正
通过科研基地的工作站辐射服务周边地区。目前，
科研成果辐射地区涵盖湿热多雨、霉虫高发的南
方地区以及寒冷干燥的西北地区，极大拓宽了研
究成果的应用场景和适用区域。

推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修复
室的大门，一股香气就会扑鼻而来，这正是馆藏文
物保存环境空气微生物净化装置中散发出来的植
物精油的味道。研究所文物保护技术部副主任康
晓静说：“部分特殊埋藏环境出土的织物在保护修
复过程中特别容易发生霉变，使用了熏蒸装备和
精油对修复室环境进行定期净化后，文物和修复
人员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熏蒸剂的香气让我们
很有安全感！”现在，作为科研基地新疆工作站的
负责人，她已经可以非常熟练地使用ATP检测仪、
消毒舱和昆虫陷阱等，前往哈密、五家渠等地独立
开展生物病害的防治工作。

此外，文物常见生物病害在线专家系统已整
合至全国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风险防控管理服务
平台，并且通过中国软件评测中心的第三方评测，
以“服务工具”的形式在线提供生物病害识别、处
理、案例分析等服务，在全国范围内有力提升文物
病害的综合治理能力。

馆藏文物虫霉病害研究，链接了前沿生物基
础研究与实际文物保护应用，从防到治，提供了馆
藏文物生物病害控制新的系统解决方案。未来，重
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将持续把握科学发展原则，完
善科研队伍建设，强化成果辐射与服务能力，助力
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文物虫霉病害防治研究
聚焦关键共性技术攻关与应用

唐欢

文物霉变程度现场检测 无菌间实验

（上接1版）

江苏省淮安市城市考古：再现明清时期大
运河沿线的繁荣景象

2021年以来，为配合当地城市建设，经国家文
物局批准，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对庆成
门、新路、板闸镇三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取得
重要收获。

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赵
李博介绍，庆成门是淮安旧城的西门，发现明清时
期的城门门道 2处、城台 1处、瓮城 1座，完整揭示
出了庆成门主城门、瓮城及排水系统的整体格局。
主城门以东还发现有六朝至明清的连续地层堆积
和建筑遗存，完整反映了淮安城演变发展史。

明清时期，河下、板闸和清江浦镇为淮安城外
三大集镇。新路属河下镇的一部分，因洪灾废弃于
明末天启年间。“考古发掘揭示出一处保存完整、
格局清晰的街巷类遗址。其中最为重要的发现是
长 75米、宽 4米的道路，内部为沙土堆筑，外部用
砖包砌，截面略呈拱形，与两侧分布的排水沟和辅

路共同组成了遗址区的主干道系统，根据文献记
载推测为明万历淮关榷使所筑‘陈公新路’。”赵李
博说。

板闸镇是一处明清时期市镇遗址，因黄河泛
滥毁于清代乾隆年间，考古发现院落基址、道路、
水沟、古河道和墓葬等遗迹，出土各类器物3000余
件，大多为完整器。遗址布局规整、结构分明，以两
条十字相交的主干道路及两条平行分布的主干沟
渠为轴，整体呈西北—东南向分布。出土器物以餐
饮厨具为大宗，蕴含浓郁的生活气息与市井风尚。

“庆成门、新路、板闸镇三处遗址再现了明清时
期大运河沿线的繁荣景象，反映了大运河沿线市镇
发展、人地关系演变与河道治理与变迁，是研究运河
漕运、盐运和关榷税收等问题的重要实物资料。”专
家认为。

板闸镇遗址内的一处饭店后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