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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考古研究 大遗址“探”得更广

考古研究是大遗址保护利用的基础。随
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持续推进，大遗址
考古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江苏以寺墩、扬州城等大遗址为中心，
着力廓清大遗址价值内涵，推进健全完善江
苏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与年代标尺，探‘江
苏文明’之源，答‘何以中国’之问。”江苏省
文物局局长拾峰介绍，“十四五”以来，江苏
对扬州城遗址、鸿山墓群、徐州楚王山汉墓
等 15处大遗址开展 24项主动性发掘或调查
勘探。同时，持续推进考古前置机制建立健
全，加强大遗址周边区域考古，徐州小孤山
汉代横穴式崖洞墓、驮篮山汉楚王陵陪葬
墓、明故宫皇城东墙和洪武时期西墙基址等
大遗址周边的考古新发现，进一步丰富了大
遗址内涵。

作为文物大省，陕西针对石峁、周原遗
址、秦雍城、西汉帝陵、秦始皇陵、汉长安城、
长城营堡等 13大遗址开展了 50余项主动性
考古发掘。

“石峁遗址考古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
供了全新的资料，清平堡遗址长城考古实证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汉文帝霸陵考
古纠正了历史文献的失误，确定了陵位及其
规模、布局和内涵。”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马
宝收说。

据了解，“十四五”以来，我国已有224项
大遗址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有序实施，泥河
湾、上山、二里头、殷墟、三星堆等一批大遗
址考古取得新发现，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与
农业起源、早期国家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
形成与发展等重大课题多点突破，成为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项目的学术重
点和亮点，进一步丰富中国百万年人类史、
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内涵。

金沙、栎阳城、平粮台、青龙镇、海龙囤、
隋唐洛阳城含嘉仓、运河板闸、良渚瑶山（英
文版）等考古报告出版，为大遗址保护利用
工作提供学术支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深度参与殷墟博物馆和殷墟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建设，北京箭扣长城保护修缮中坚
持考古先行，秦始皇帝陵俑坑发掘成为遗址
重要展示内容，考古工作贯穿于大遗址保护
利用始终。

多方同向发力 大遗址“保”得更好

国家文物局制订、修订《大遗址利用导
则（试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
中央有关部委持续关注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
在项目安排、经费支持、用地保障、执法督查等
方面加大协同力度。各地积极出台法规政策，
先后出台或修订成都、蚌埠大遗址保护条例，
蜀道、三星堆、仰韶、红山等遗址保护条例，大
遗址保护法规制度体系日益完善。

环境风貌是遗址赖以存在的重要条件。
风雨仓、夏季仓、冬季仓，共同构成我国在文

化遗产保护领域首座多场耦合实验室——
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多场耦合实验
室，建筑面积达三千多平方米，体量巨大，仓
内可模拟出零下 30℃到 60℃的温度、10%至
90%相对湿度，以及风、雨、雪、日照等各个地
区一年四季的气候条件，实验室2020年底正
式投入使用以来，持续产出新成果。

隋唐洛阳城，以考古资料为支撑，开展
土遗址病害和安全监测项目，并实施了定鼎
门、天街、应天门、天堂、明堂、九州池等保护
展示工程，打通了纵贯外城、皇城、宫城的中
轴线，阐释了雄伟宏大的王都气象。

“在牛河梁、偃师商城等遗址，运用高精
度滤波测绘等科技手段，加强大遗址考古地
理信息系统建设，为从宏观层面了解大遗址
区域环境、遗址结构、遗迹分布等多维度信
息，实现‘大遗址一张图’提供了重要的技术
支撑。”参与大遗址保护工作的中国文化遗
产研究院院长凌明介绍。

近年来，御窑厂、万寿岩、明中都、郑州
商城等遗址本体保护加大，新疆石窟寺石刻
和古遗址古墓葬保护整体实施，长城、大运
河、丝绸之路、蜀道等线性大遗址重要点段
保护项目持续开展。盘龙城、辽上京、郑韩故
城等一批大遗址周边环境风貌持续改善，营
造了良好的历史氛围。

“土遗址保护技术研究”等重大课题，土
遗址修复集成材料、集成技术研发，“气候变
化对我国考古遗址的影响前期研究”等取得
阶段性进展，“重大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与防
范”“潮湿环境下考古现场史前土遗址保护
关键技术”等成功应用，河南省文物局新增
设立“大遗址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科研基地”，

数字化监测、遥感监测、无人机巡护等技术
不断普及。大遗址保护正在从抢救性向预防
性、主动性加速转变。

西夏陵、景德镇御窑厂、三星堆、金沙等
大遗址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成为宣传展
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重要文化
标识。江西景德镇依托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吸引了上万国际“洋景漂”研艺创业，
让中国陶瓷艺术和陶瓷文化成为国际热点。
大遗址保护利用模式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
关注与认可，二里头遗址博物馆荣获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2023年度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
护奖”，长城保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评为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示
范案例，中国援助孟加拉国耐特什瓦考古遗
址公园项目纳入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务实合作项目清单，提供了中国
方案、中国经验。

创新融合发展 大遗址“用”得更活

郑州商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与城区高
度重合叠压，政府部门对如何做到郑州商城
保护与城市发展互利共赢，进行了多年探索。

“河南坚持规划引领，点、线、面相结合的
保护方式，实施了东城墙、南城墙、东南角、西
南角和顺河路宫殿区的保护展示项目，建成
开放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河南省文物局副
局长张慧明介绍，目前正在实施商都亳巷片
区、塔湾片区、夕阳楼片区等文旅融合项目，
发挥大遗址名片带动作用，充分释放国家中
心城市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

（下转2版）

说起浙江上山遗址，总会有一个响亮的名字萦绕
在人们心中……

他就是浙江省浦江县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徐
利民，2022年 9月因积劳成疾，突发重病不幸去世。日
前，中央宣传部追授徐利民同志“时代楷模”称号。

徐利民扎根基层工作一线，全身心投入上山文化
的研究宣传，用实干笃行担当宣传干部新的文化使命。

“愿做上山文化的宣传员、讲解员”

上山文化是世界稻作农业起源的重要中心，是
率先进入农业社会的先行者，是中华一万年文化史
的重要实证。

“要加强对‘上山文化’的研究和宣传。”自2019年
就任浦江县委宣传部部长以来，徐利民将这句话深深
刻在心里，始终坚定地践行，并视之为终身事业。

为尽快宣传好上山文化，徐利民在繁忙公务之余
一头扎进对上山文化的学习研究中，成为上山文化的

“讲解员”。同事们说，炎炎夏日，他总是挥着一顶草
帽，领着一批批访客，一路旁征博引、侃侃而谈。

2020年春节，新冠疫情导致很多工作无法正常进
行，但徐利民不愿意坐着等待，于是牵头成立上山专
门的保护管理机构，组建扩充专班人员，扩大宣传上
山文化的知名度。

“徐部长充满激情，有韧劲，就像一个火把，上山
就是他为之燃烧的所在。”浦江县上山遗址管理中心
副主任张国萍深情地回忆。

2020年是上山遗址发现 20周年。在徐利民看来，
举办学术研讨会是加强上山文化研究和宣传的好机
会。

为做好研讨会的筹备工作，2020年 8月徐利民带
队进京，拜访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当时北京正处于
疫情严峻时期，又遇罕见暴雨，联系不上严先生。

“都到北京了，无论如何要再想想办法，我们一定
要见到严先生！”徐利民不言放弃。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小区楼下的凉亭里，徐利民
最终见到了严先生。后来，严先生提笔写下“远古中华
第一村”，表达对上山文化的高度认可。

同年 10月，徐利民去长沙拜访“中国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为更为简明地介绍上山文化，徐利民
特意将图册里的稻米和石磨盘放大，得到袁老的
赞赏，拜访时间得以延长到 40 多分钟。”一同拜访
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至今仍历
历在目。

袁老题词“万年上山 世界稻源”，后来也成为上
山文化颇具影响力的宣传词。

此刻，在徐利民的积极努力下，万年稻作文明与
当代杂交水稻进行了一场古今对话。

2020 年 11 月，上山遗址发现 20 周年学术研讨会
成功举办。徐利民的坚持终有回报。

当获悉徐利民被追授“时代楷模”称号时，“徐部
长很不容易。”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王巍如
是说。

在王巍印象中，徐利民为人热情、豪爽，热心于宣
传上山文化。“为了邀请我参加研讨会，那年炎热夏
季，徐部长来到北京时，我正在开会，会场进不去，他
就在酒店外等到会议结束。”这份执着，至今仍让王巍
感动。

“这是祖先留下的珍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为提升上山文化“世界稻源”的影响力，徐利民辗
转找到中国水稻研究所，联合成立上山稻作研究基
地，并在遗址最核心位置，种植了 1950年以来 66个不
同品种的年代稻，打造田间博物馆。

2021年是上山文化命名 15周年。徐利民说，要推
动上山文化去中国国家博物馆办展。

有了想法，徐利民立马行动，四处联络，反复沟
通，最终“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在
国博成功举办。

因为展览效果特别好，得以两次延期，前后一共展
出5个多月。“我们赚到了，赚到了！”徐利民开心地说。

“近 200件上山文化早、中、晚期文物，是徐部长带
着我们一件一件精挑细选的，连布展的位置、字号的大
小他都逐一核对。”参与展览筹备的同事回忆。

“徐部长爱逛博物馆和看画展，每次看完回来，马
上会有灵感又和我们聊起工作。”浦江县委宣传部办
公室主任方黎晨说，徐部长经常带着他们去晨跑、看
日出，以实际行动引导青年干部要朝气蓬勃。

建党百年，徐利民策划了一次活动——从万年上
山一路跑到百年望道。“万年上山，百年望道，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他起头一路喊，队伍一路跑，声势颇为
壮观。

徐利民的朋友圈满是上山遗址的宣传：微信头像
是上山遗址的照片，朋友圈里刷屏的是对上山遗址以
及家乡的宣传。

徐利民的办公室里，堆满了涵盖考古等在内的各
类书籍，手机备忘录里也记着对工作的思考。

“是什么力量让你对上山这么上心？”有人不解地
问徐利民。

“或许是有缘吧，三十年前我从农校农学毕业，与
上山稻作相联了，这也意味着我必须承担起具体谋划
上山的责任。”

徐利民对上山遗址用心至极，取得了多项成果：
上山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列入《大遗址保
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第
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时间不等人，上山工作不能落下”

为更好地展示上山文化的独特魅力，徐利民耗费
了很多精力。

上山考古遗址公园，几乎成为徐利民的上班地点。
他每周2至3次去上山遗址调研踏勘，100余次请教走
访专家学者。他的口袋里总是备着一张上山遗址地图，
往哪里一趴，哪里就是会议室。

“徐部长办公室的灯，经常是部里最晚关的那一
盏。”方黎晨说，徐部长以自己能投身上山文化工作为
荣，认为这是一辈子最值得做的事。

徐利民的所思所想汇聚成《上山二十九章》，字字皆
是关于上山文化研究的心血。他主持编撰《上山文集》，一
改就是几十遍，全力擦亮“万年上山”这张“金名片”。

“一本《之江新语》留下了徐利民反复阅读的痕
迹，同时他也学习了大量文物考古知识，全身心投入
上山文化研究宣传。”一位曾看过徐利民办公桌的媒
体记者说。 （下转2版）

永 远 在“ 上 山 ”路 上
——记浙江省浦江县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利民

本报记者 杨亚鹏

在大遗址里遇见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徐秀丽

本报讯 当地时间 6 月 27 日，中
国驻阿根廷大使馆接收阿根廷向我国
返还的 14件文物艺术品。中国驻阿根
廷大使王卫出席返还仪式并致辞，阿
根廷外交部、文化国秘处、联邦警察总
局、圣伊西德罗第一联邦刑事和惩教
法院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活动。

王卫表示，此次文物返还工作是
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最新成果，
也是两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

《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
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
约》框架下的首次成功合作。此次合作
不仅彰显了阿方对中国人民民族情感
和文化权益的充分尊重，也体现了中

阿两国保护人类文化遗产、打击文物
走私、切实履行国际公约的坚定决心
和密切协作，为两国进一步加强各领
域合作积累宝贵经验。

此次返还的14件文物艺术品为我
国非法出境文物，其中7件青铜甬钟的
时代应为春秋晚期，其余陶俑 3件、俑
头 2件、铜蛙 1件、铜盔 1件，时代在汉
代至南北朝之间。2017年，上述文物由
阿根廷联邦警察文化遗产保护分部在
开展国际刑警组织打击文物非法贩运
国际联合行动“雅典娜行动”中，依据
国际博物馆协会与我国联合发布的

“中国濒危文物红色目录”截获。2019
年，国家文物局获悉消息后，协调中国

驻阿根廷大使馆持续开展工作。2023
年12月12日，阿根廷法院作出将14件
文物艺术品归还中国使馆的最终判
决。上述文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接
收后，国家文物局将适时安排文物回
运等相关工作。

中阿两国皆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0 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
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
的公约》缔约国。2018 年，两国签署关
于防止文物非法出入境以及促进文物
返还的政府间协议。本次返还是中阿
签署协议以来成功开展的首次合作，
对双方深化文物返还等文化遗产领域
交流合作有重要意义。 （文宣）

阿根廷向我国返还14件文物艺术品

本报讯 6月27日，由国家文
物局指导，首都博物馆、四川省
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
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等单位承
办的“探秘古蜀文明——三星堆与
金沙”展览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首都博物馆东馆） 开幕。国家文
物局副局长解冰、北京市人民政
府副市长谈绪祥、北京市政协副
主席张家明、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刘旭光等出席开幕仪式。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文物工作和首都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助力
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发挥好
全国文化中心的引领和带动作
用，首都博物馆计划从今年起陆
续推出“中华文明起源”与“世
界文明互鉴”两大系列展览。“探
秘古蜀文明——三星堆与金沙”
展览作为两个文明系列展览的首
展率先亮相。

展览汇聚 12 家博物馆及文博
机构极具古蜀文明特点的文物 265

件 （套），分为“发现三星堆”
“解读三星堆”“定位三星堆”三
个精彩篇章，从雄伟壮观的青铜
大立人像，到充满神秘色彩的戴
冠纵目青铜面具，再到璀璨夺目
的金面具青铜人头像，每一件都
凝聚着古蜀人的智慧与创造力，
充分展现三星堆在中华文明发展
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价值。该
展览是古蜀文明的一次精彩展
示，也是首都博物馆在加强文博
资源协同创新和文旅资源跨界融
合方面的一次全新尝试，旨在探
索博物馆“展览+文创+文艺”深
度融合新模式，为首都发展注入
新活力。

国家文物局相关司室，北京
市人民政府、市政协，四川省人
民政府、省政协有关部门负责
人，中国博物馆协会，北京市委
宣传部、市文物局，四川省文物
局等相关单位及文博机构有关负
责人共200余人参加开幕仪式。

（文宣）

“探秘古蜀文明——三星堆与金沙”
展览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开幕

上山遗址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6月27日召开会议，研究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
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
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7月15日至
18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
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
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二
十届三中全会审议。

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充分发扬
党内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
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
稿深入分析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
新情况新问题，科学谋划了围绕中国式

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
署，是指导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的纲领性文件，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完善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主动，以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
景的坚强决心。

会议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
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会议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

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
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贯彻以下原
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
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
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
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
神，坚持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
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
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守正创新，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
伐，顺应实践发展，突出问题导向，在
新的起点上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
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和其他各方面创
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
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
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

新重要制度；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法
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统一，重大改革
于法有据、及时把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
制度；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
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
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
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会议强调，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
证。必须坚持党中央对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保持以党的自我
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
改革精神管党治党，以钉钉子精神抓好
改革落实，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
略部署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
力量。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讨论拟提请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的文件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新增19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国已建设135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及立项单位，三星堆、石峁、殷墟、萨拉乌苏、铜绿山、七个星佛寺、苏家垄
等一批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全国已有约170家遗址博物馆，其中21家评
为国家一级博物馆……近日，记者在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会议上了解到，

“十四五”以来，大遗址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配套设施持续改善，成为文化
传播、文明传承的重要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