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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仲夏，节分端午，夏条绿已密，朱萼缀
明鲜。

6月 8日是 2024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
围绕“保护文物 传承文明”主题，推出一系列
相关活动。传承文明的氛围萦绕神州，文化自信
的情怀激荡人心。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以深情千重、决心万
缕，在赓续文明根脉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文明薪火相传 搭载多元平台
深化文物价值阐释

今年的主场城市活动由辽宁沈阳“接棒”。
辽沈大地上，连绵的牛河梁横亘辽西，悠久

的红山女神明眸深邃，明清皇宫、长城等文化遗
产锦绣多姿。古迹为证，文物为鉴，这里历史悠
久，底蕴厚重。

主场城市活动上，进行了一系列相关发布，
以各种内容形式，展示、挖掘、诠释、弘扬着保
护与传承之“智”与“力”。

国家文物局开展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遴
选推介，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了一批导向正确、举
措得力、成效显著、群众满意的典型案例。开幕
式当天，国家文物局公布 2023年度文物事业高
质量发展推介案例名单，多轮评审脱颖而出的
20 个推介案例，是文物工作立足新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生动实践。

推进实施中华文物全媒体传播计划，让丰富
多彩的文物资源搭载多元平台，增强中华文明传
播力、影响力。2024 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
精品推介项目于现场发布。

时间的长河中、事业的征程中，有一群人，
为文物安全筑起牢固防线。

第六届“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名单现场公
布，他们中有满怀热情，自发守护文物安全的志
愿者和文保员；有恪尽职守，扎根文物安全一线
的基层文物工作者；有无惧生死，奋战在打击文
物犯罪最前线的公安干警等。

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文物局共同推出国家宝
藏系列金银纪念币。纪念币反映中华文明发展历
程和特质，按照中国考古学和历史朝代顺序，分
6组发行。当天发行的“启蒙奠基”系列，是继

“文明曙光”纪念币后的第二组，以 5枚金银纪
念币，展现夏商周文明成就。

4位讲述人登上现场舞台，带来他们“保护
文物 传承文明”的故事——

“生活在长城脚下，我们深知责任重大。我
们会始终铭记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的嘱托和
期望，继续传承、保护和利用好长城文化。”北

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村民代表谷文亭深
情表述。

“有人说，博物馆掌握了‘流量密码’，而它
的背后，其实是博物馆与公众传承中华文明的

‘双向奔赴’。”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博物总馆
副馆长宋燕铿锵发声。

“我的整个工作生涯都与文物普查紧密相
连。让我们用行动和热爱诠释择一事、终一生的
忠诚担当，为文物事业添砖加瓦。”重庆市大渡
口区文物管理所所长李国洪用心呼唤。

“我知道，一定有千千万万和我一样的孩
子，也在为我们的中华文明而骄傲、而自豪。”
沈阳市浑南区第八小学学生崔子航童声嘹亮。

国家文物局联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部门和
媒体单位，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为节点进行“文
明时刻”文物传播项目推介。7个项目涵盖全媒
体直播、微视频、公益云课堂等各类传播形式，
让文物之声传扬得更远更响亮。

“文明之光——红山·良渚与中华文明”主
题展览也在当天揭幕。展览取红山之“山”、良
渚之“水”，以知所从来、何以所在、方明所去
为线，呈现中华文明强大生命力的文明之源。

“保护文物 传承文明”主题分享上，各界代
表深入探讨加强文物系统性保护和合理利用、传
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等重大课题，“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多元一
体”“高质量发展”等成为关键词。第四届文物
科技创新分享上，专家学者作《中华文明起源与
早期发展研究的最新进展》等学术报告，共享文
物科技创新最新成果，共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
目学术交流互鉴。

文化辐射八方 服务美好生活
赋能高质量发展

文明薪火相传，文化辐射八方。据不完全统
计，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在国家文物局
指导下，全国文博单位组织开展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相关活动7300余项。

民心所向，“我”之所往，让文物和文化遗
产融入人民美好生活，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各地发挥地域特色，推出各类研学、展览展
示、专题讲座、主题游径、线上直播等文物惠民
服务 3400余项，宣教育人，利民便民，让文物
保护利用成果全民共享。

在四川，成都考古研究院与 4 所小学签署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小小考古人”考古研学联
盟 （试点） 合作协议，开启“走进考古一堂课，
重走文物回家路”研学活动，让孩子们探秘考古

现场、参观展陈、动手体验文物绘图。
除此之外，江苏“运河边的成长故事”红色

研学、江西探秘海昏考古研学、河南壁画研学，
武汉“穿越时空的匠心——文物修复体验”青少
年研学活动等一堂堂不同主题的研学课程中，青
少年离时间更远、离空间更近，在实地参观与亲
身实践中，增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

“京津冀文化一脉”文物主题游径、“牍”
懂丝路历史文化游径、“廊桥化境”文物主题游
径……天津、河北、内蒙古、浙江等多地推出的
一条条主题游径线路，串珠成线，勾勒丰厚文化
遗产广博的脉络。

吉林曜石生辉——长白山旧石器考古成果图
片展、福建“福建土楼 活化利用”专题展览、
湖南生命艺术——马王堆汉代文化沉浸式数字大
展、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夏鲁寺专
题文物展、甘肃“小故宫 大气象”瞿昙寺明清
回廊壁画特展、宁夏人与石的对话——贺兰山岩
画特展、新疆“辉煌十年——丝绸之路：长安—
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地图片展……一
个个展览展示，呈现灿烂文明，诠释多元一体，
让人们感受中华民族熔铸千年的特质和禀赋。

安徽、广东、海南、重庆、云南等多地开展
文物公益性鉴定咨询，提供便民服务、普及文物
知识，汇聚全社会保护文物的共识。

凝心聚力，奋楫笃行，推动文物事业高质量
发展，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黑龙江召开四普阶段性成果发布会、上海发
布四普形象标识、四川成立四普志愿者服务总
队、贵州开展四普志愿者招募活动、陕西启动四
普宣传采风活动……为摸清文物家底、践行应保
尽保集结力量。

河北现场展示避暑山庄数字化复原研究成
果、山西发布 《了不起的山西古建》 宣传片、
江西推出纪录片 《史说江西》、广西开展“传
承红色基因 守护文化珍宝”红色革命文化公
益讲解、青海进行“赓续文脉”文化遗产宣传
推介……各地各类传播、推介、讲解项目述说文
物与历史，展示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激荡起文
明的交响。

北京“长城考古研讨会”、山东“大运河保
护利用学术交流会”、湖北“垄上春秋·见证曾
随”等研讨活动，以学术争鸣推动交流发展，启
智未来。

以今揆古，溯源而上，绵延不绝百万年，南
稻北粟万余年，兴都倡礼五千年。若问中华文明
何以灿烂？中华民族何以伟大？在我们保护文
明、传承文明的漫漫征途中，必将找到历史的答
案，续写时代的华章。

本报讯 6月 8日，在 2024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开
幕式上，国家文物局公布 2023 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推介案例名
单。“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彰显中华文明标识”等 10个项目获评十
佳案例，“发挥红色资源优势 助力东北振兴发展战略”等 10个项目获
评入围案例。（名单见3版）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也是谱
写中国式现代化文物新篇章的关键途径。2023年，国家文物局首次开
展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遴选推介工作，产生了良好业内影响和积
极社会效应。今年的遴选推介工作得到了各地各单位高度关注、热烈响
应，全国各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和中央有关单位共申报有效案例217个，
涵盖了政策法规、文物安全、保护管理、考古发掘、博物馆、革命文物、社
会文物、科技教育、人才培养、宣传传播、交流合作等各个方面，覆盖广
泛、亮点突出。经过多轮评审脱颖而出的20个推介案例，体现了文物工
作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创新实践，在
统筹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扩大优质文化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深化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破除体制机制束缚等方面具有较高
的引领示范价值。

国家文物局将通过多种方式，持续深度宣传推介优秀案例和典型
经验，推动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
的文化使命，为赓续历史文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持续注入强大文
博力量。 （文宣）

本报讯 6月 8日，在 2024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开幕式
上，公布了 2024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精品项目、优秀项目和
入围项目名单。《中华文明云展》等 10项作品获评精品项目，《〈我在博物馆
等你〉融媒体互动平台专题》系列短视频等10项作品获评优秀项目，《“中华
器灵”AIGC文物衍生角色创作》等80项作品获评入围项目。（名单见3版）

获推介作品主题鲜明、格调高雅、形式新颖、传播效果突出，如《何以中
国》《一脉》《我从简中来》《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纪录片等，以文物为载体，“发
掘”和“活化”历史文化资源与馆藏文物资源，全方位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
深，体现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华文明云展》《山西文物数字博物馆》等，
通过“文化+科技”的创新融合，让文物数字化保护利用成果惠及大众；《文
博日历》《沈阳故宫walk》系列短视频等，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讲述文物故
事，助力文化自信；《“中国考古大讲堂”第三季“探源中华文明”系列讲座》

《我从简中来》《“郧县人”3号出土记》纪录片等，聚焦考古工作，揭示中华文
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为受众提供“知其所来，识其所在，明其将
往”的启迪。

本次活动由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主办，中国文物报社承办，得到各
地文物、网信部门和相关单位积极响应，共收到261家申报单位的301个申
报项目，含 4921个作品，内容涵盖考古、文物保护、博物馆、革命文物、文物
科技、文物交流互鉴等领域；形式包括音视频、纪录片、融媒体活动、动漫等
类型，并新增主题曲MV、AIGC文物衍生数字形象创作等。获推介作品将在

“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平台”播放。 （文宣）

本报讯 6 月 8 日，在 2024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
开幕式上，由国家文物局主办、中国文物报社承办的第六届“最美
文物安全守护人”推介名单揭晓，13 个团体和 12名个人入选。（名单
见3版）

本届活动推介的 25 个“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涉及 24 个省份，
包括基层文物工作者、文物保护员和志愿者，以及公安、消防、检察、
海警等部门的团体和个人。他们中，有恪尽职守、辛勤耕耘在文物安
全一线的文物工作者，有满怀热情、自发守护文物安全的社会热心人
士，有无惧生死、英勇奋战在打击文物犯罪最前线的公安干警，有冲
锋在前、全力以赴防风险的消防救援人员，有乘风破浪、心系海域文
物遗址安全的海警战士……他们以强烈的责任担当织密织牢文物安
全防护网，用实际行动为文物保护和文明传承保驾护航。

自 2019年以来，国家文物局已连续开展六届“最美文物安全守护
人”推介活动，围绕文物安全守护，宣传推介数百名“最美文物安全守
护人”及其先进事迹，弘扬基层人员爱岗敬业精神，鼓励相关部门和
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文物安全工作，较好形成了人人有责、各尽其责，
全社会关心支持文物安全工作的生动局面。 （文宣）

本报讯 6 月 8 日，作为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重点活动之一的“丹青记忆 守望家
园——中国文化遗产美术展（2024）”于线上
展出。

展览主题聚焦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
并将成功申遗十周年的“丝绸之路：长安—
天山廊道的路网”与“大运河”列为美术创
作、展示内容，共展出89位艺术家和少年儿
童的100件作品，着力通过美术作品再现遗
产地独有的历史底蕴、文化特质和人文风
貌，充分展现文化遗产的外在形象和价值
内涵，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认同与共鸣。展
览继续展出少年儿童描绘世界遗产的美术
作品，培育爱护文化遗产的自觉意识。展览
一如既往力求展示艺术与宣传遗产并重，
充分唱响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保护文

物 传承文明”主题。策展团队充分利用科
技手段，研发建设技术平台，通过互联网虚
拟空间举办线上展览，使展览更趋智能生
动，传播范围更加广泛，观众云观展体验更
加真切。

“丹青记忆 守望家园”系列展览由国
家文物局指导，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国家
画院学术支持，中国文物报社等相关文化
文物机构共同主办，北京元道书画院等单
位承办。11年来，该系列展览以我国的文化
遗产为素材，每届均紧扣我国世界遗产申
报项目或预备项目，在全国遴选数十名优
秀艺术家进行实地写生和创作，创作美术
作品 700余幅，并陆续走进景德镇、重庆大
足、承德、洛阳、广州、延安等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主场城市。 （文宣）

本报讯 6月8日，作为2024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主题展
览，“文明之光——红山·良渚与中华文明”在沈阳博物馆启幕。本次大展由国
家文物局和辽宁省人民政府主办，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辽宁省文物局、沈阳
市人民政府承办，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沈阳市文物局、沈阳市文博
中心协办，沈阳博物馆策划实施，通过266件（组）珍贵文物，揭示中华文明之
初的磅礴气象，展现中华民族先祖的伟大力量，体现文明之源的时代价值。

红山文明和良渚文明深刻体现了中华早期文明同根同源的文化自觉，
“天、地、人”和合共生的价值取向，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本次展览以“孕育 蓄势待发”“绽放 星光灿烂”“传承 继往开来”三个
篇章构建叙事脉络，引领观众回首古国时代，立足中华大地，共同领悟中
华文明起源阶段的壮丽与辉煌，感受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和万千气象，
见证中华民族的向内凝聚和团结统一，赓续文化血脉。

展览视觉设计取红山之“山”、良渚之“水”，山海相连、六合同风为意境表
达，色调红绿交替、富于节奏变化，充分利用动态陈列、复原陈列和数字化陈列
等手段，设置全息无边界显示屏幕、牛河梁女神庙数字档案再现以及文明长青
树观众互动等展项，置身其中，观众仿佛目睹文明初萌，漫步文明源流，沐浴文
明之光。 （李元梅）

本报讯 6月 8日，在 2024年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开幕式上，由中国
人民银行与国家文物局联合策划推出的国
家宝藏（启蒙奠基）金银纪念币正式发行。

该套金银币共 5 枚，其中 15 克金币、3
克金币各 1枚，15克银币 3枚，均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定货币。纪念币正面图案均为
国徽，并刊国名、年号；背面主体图案分别
取材二里头兽面纹铜牌、商代象牙杯、商代
太阳神鸟金饰、西周何尊和春秋莲鹤方壶
等5件代表性文物，共同讲述了中国早期王
朝诞生的故事，展现夏、商、周时期的文明
成就，及其对绵延数千年中华文明的启蒙
与奠基。

该套纪念币均为精制币，金银成色均
为 99.9%，除采用传统工艺外，还采用一些
全新工艺和次新工艺组合，包括多层次喷
砂、光变鳞彩、局部镀金和彩喷工艺等。

国家宝藏系列文物题材金银纪念币经
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文物局共同策划，自
2023 年起连续发行，旨在以珍贵文物及其
蕴含的多重价值，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及发
展的历史脉络、取得的灿烂成就、对人类文
明的重大贡献，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的中华文明，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
信。按照中国考古学和朝代顺序，该系列纪
念币将分6组发行，本组“启蒙奠基”纪念币
为第2组。 （文宣）

本报讯 恰逢2024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由国家文物局、人民网主办，国家文物
局新闻中心、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人
民网文娱共同承办的《中国考古大讲堂》第
四季“中外联合考古”系列讲座正式推出。
本季讲座将展示古代中国与世界的物质交
换、族群迁徙、思想交融和文明互动，更加
全面地展现中华文明魅力和当代中国的考
古研究水平，向国内外公众传递“中国考古
之声”。

首场讲座，于6月9日14：00准时上线播
出，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周立刚
带来《蒙古国后杭爱省高勒毛都2号墓地发掘
与研究》。

高勒毛都 2号墓地位于蒙古国西部后
杭爱省境内，是一处大型匈奴贵族墓地。

为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人文
交流，2017年至2019年，河南省考古工作
者与蒙古国学者对此开展联合考古，完成
对墓地的重新调查测绘，并清理 M189 和
M10两座不同规模匈奴贵族墓葬，取得了
重要收获。

这是中国考古队首次在蒙古国境内开展
的匈奴贵族墓葬考古项目，也是近年来蒙古国
最大的国际考古合作项目。将中国田野考古工
作方法引入匈奴贵族墓葬的发掘中，并及时借
助科技考古手段，获得了关于匈奴贵族丧葬
习俗、埋葬制度的珍贵一手信息。墓葬发掘结
果为进一步研究中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的
互动交流，甚至欧亚大陆上的文明互动交流提
供了重要资料，同时对于推动中蒙两国的人
文合作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文宣）

本报讯 6月 8日，作为 2024年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之一，全国青少年文
化遗产知识大赛“讲好文物故事”实践方向
展演活动在辽宁省博物馆举办。本次活动
由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中国文物信息
咨询中心、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辽宁省文
物局、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共同主办，
辽宁省博物馆承办，通过青少年讲述和演
绎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故事，展示文化遗
产知识普及和博物馆社教活动成果。

活动以“保护文物 传承文明”为主题，
由文博单位联合学校、文化遗产共建单位
参加。来自辽宁省博物馆、沈阳博物馆、沈
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张学良旧居陈列
馆、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锦州道光廿

五文化博物馆、辽阳雷锋纪念馆、旅顺日俄
监狱旧址博物馆（大连市近代史研究所）、
北大营营房旧址等文博机构推送作品，用
生动的语言和精彩的演绎，为公众呈现了
一个个鲜活、感人的文物故事，激发了青少
年对文化遗产的热爱与保护意识。

全国青少年文化遗产知识大赛“讲好文
物故事”实践方向展演活动为青少年提供了一
个展示才华、交流学习的平台，为文化遗产的传
承与弘扬注入了新的活力。未来，期待更多的
青少年能够加入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行列
中来，共同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贡献力量。

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中国文物保
护技术协会及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
省博物馆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 （文宣）

本报讯 记者赵军慧报道 6月 7日，
作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辽宁分会场活动，
查海遗址群保护利用学术研讨会在辽宁阜
新召开。

研讨会以“续写八千年西辽河文明新
篇章”为主题。4位与会专家分别以“考古遗
址的历史及时代取向”“查海遗址、查海遗
址群与查海时代”“考古调查所见阜新查海
文化遗存的初步认识”“查海遗址保护规划
理念与策略”为题作主旨发言，回顾查海遗
址的考古发掘情况并交流最新研究成果。5
位学者在主题报告环节分享了文化遗产保
护利用的实践案例，为查海遗址群的保护
展示与传承利用研究提供有益启示。与会
学者就查海遗址的保护与传承展开深入讨

论，为查海遗址群今后的考古发掘研究、文
化内涵阐释和保护利用等建言献策。

据介绍，查海遗址位于阜新蒙古族自
治县沙拉乡查海村西南，距今约8000年，是
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发展演变
序列完整、保存完好的典型聚落遗址。考古
发掘揭露出房址、窖穴、墓葬、壕沟和龙形堆
石等遗迹和大量陶器、石器、玉器遗物，为解
码中国早期农业起源、早期陶器起源、早期
定居村落起源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研讨会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辽宁省文化和旅
游厅，阜新市委、市政府主办，主办单位有
关负责同志以及来自十余家科研院所、高
校的专家学者参会。

“文明之光——红山·良渚与
中华文明”主题展览开幕

国家宝藏（启蒙奠基）金银纪念币发行

《中国考古大讲堂》第四季推出

全国青少年文化遗产知识大赛“讲好文物故事”
实践方向展演活动在沈阳举办

查海遗址群保护利用学术研讨会在辽宁阜新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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