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海淀三山五园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
创建，突出文物与城市更新、科技创新、旅游教育融
合发展，三山五园艺术中心建成、海淀不可移动文
物智能保护系统投入使用、圆明园博物馆挂牌、京
张铁路遗址公园开放，使历史图景重绘、使园林之
美再现、使文物保护工作更精更细，为三山五园写
入时代内涵。（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和旅游局供图）

京张铁路遗址公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作出系统谋划部署，推动
新时代文化遗产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2023年10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江西考察调研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景德镇陶
阳里历史文化街区等，充分肯定了江西省考古遗址保护和利用
工作，极大鼓舞了全省上下的信心和斗志。全省文物系统以“走
在前、勇争先、善作为”为目标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进
取，扬长补短、固本兴新，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强化文物传承展
示，筑牢文物安全屏障，以高质量落实开启文物事业高质量发
展新征程。

聚焦高质量发展 谋划整体水平提升
高质量发展是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文物新篇章的关键路径，

我们立足新发展阶段，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
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
想、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和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座谈会议精神紧密结合，一体学习、一体宣传、
一体谋划、一体落实；立足江西谋全局长远，找准文物工作在全
国全省重大战略中的定位和切入点，以深化文物保护利用改革
为动力，持续加强机构队伍建设，完善人才培养机制；以《文物
保护法》修订为契机，推进文物法律法规宣传贯彻执行，为新时
代文物保驾护航；以省委“大抓落实年”活动部署为工作标准，
推进文物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全方位推动全省文物事业高质量
发展。

聚焦溯源历史 加强考古和大遗址保护工作
树立“大考古”工作思路，积极推进考古探源，围绕“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抓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
研究、长江中下游早期稻作农业社会形成研究等重点课题研
究，推进九江荞麦岭、靖安老虎墩等遗址考古发掘，系统梳理区
域考古文化脉络。推进研究阐释，以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考
古发现为支撑，搭建“一中心五基地”研究平台体系，推出一批

汉代文化研究成果；实施江西陶瓷文明研究工程，推进重要窑
址考古发掘和陶瓷历史文化研究。推进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吉
州窑遗址、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品质提
升，开展第二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创建。加快推进景德镇古陶
瓷基因库、省级考古标本库房建设和考古协作，借智借力开展
多学科、全方位的合作交流与考古发掘研究。

聚焦赓续文脉 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
构建“大保护”工作格局，按照“保护第一”“应保尽保”原

则，扎实组织江西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开展第七批省
保和第九批国保的申报遴选。深化长征、长江文物资源调查，压
茬推进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建设；高水平建设景德镇国家陶瓷
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凝聚各方合力扎实推进景德镇申遗工
作，积极创建景德镇瓷业遗产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突出江
西文化标识，推进稻作文化、书院文化、陶瓷文化、青铜文化、汉
代文化等区域特色文化的系统研究、保护展示和传承发展。加强
城乡历史文化保护，实施《古建筑修缮工程消耗量定额（江西省
单位估价表）及其费用标准》，落实地上文物“先调查后建设”、地
下文物“先考古、后出让”制度；加大古镇古村落古建筑古民居保
护力度，打造具有江西特色的“党建+传统村落保护”品牌。

聚焦红色基因传承 推进革命文物绽放时代光彩
充分彰显江西红色资源优势，以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

新时代江西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意见》为抓手，着力构建“三大
体系”（革命文物资源体系、科技创新体系、安全体系），全面建
设“四地”（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地、革命文物研究阐释引领
地、革命文物传承利用创新地、革命文物融合发展先行地）。强
化革命文物保护管理，牵头推进井冈山、闽浙赣片区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片区规划编制，持续开展省级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示范
县创建，推进国家、省级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建设，完善红色
标语修复保护规范，加强红军村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下转2版）

中国文物信息网 http://www.ccrnew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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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赵军慧报道 1月 19日上午，“国家工
程师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81名个人被授
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50个团队被授予“国家卓越工
程师团队”称号。其中，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荣膺“国
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称号。

从1944年成立保护研究组，开展敦煌石窟积沙清理、
壁画修复、崖体加固等工作；到1984年全面开展敦煌石窟
的保护研究工作；再到2014年设立敦煌石窟监测中心，敦
煌研究院在保护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支产、学、研、用一
体化的近二百名技术人员的高质量保护技术团队。敦煌
研究院几代人不忘初心，接续奋斗，在大漠深处、摩崖之
间显身手，攻克古代壁画保护、土遗址与石窟寺保护、丝
路遗产监测预警与预防性保护、文物出土现场保护、岩土
质文物保护等方面的多项技术难题，让敦煌这颗“丝路明
珠”恒久璀璨。

他们提供了我国古代壁画和彩塑保护的敦煌方案。
针对石窟寺、殿堂、墓葬壁画面临的威胁，敦煌研究院文
物保护团队攻克了古代壁画酥碱脱盐、起甲回帖、空鼓灌
浆等修复技术难题，打破了墓葬壁画生物防控和微环境
调控等技术困境，突破了塑像稳定性评估、骨架替换等技
术瓶颈，建立了古代壁画和彩塑的保护技术及科学程序，
相关技术成功应用于莫高窟、麦积山石窟、永乐宫、布达
拉宫和徐显秀墓等重要壁画、塑像的保护修复，抢救了13
省市153处濒危遗产的古代壁画和塑像。

他们开创了我国土遗址和石窟寺保护工程模式。针
对我国土遗址与石窟寺面临的坍塌、掏蚀、开裂等毁灭性
破坏问题，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攻克了干旱环境交
河故城等遗址结构失稳和表层劣化加固的技术难题，化
解了潮湿环境下良渚遗址等考古剖面劣化防治的困境，
突破了莫高窟等崖体失稳、渗水、风化等技术瓶颈，建立
了基于传统材料与工艺的土遗址夯筑支顶、楠竹加筋复
合锚杆锚固、喷渗-滴渗防风化为主的成套技术体系。形

成技术标准 6项、专利 68件，获国家级、省部级和行业奖
励10项，抢救了我国12省144处濒危遗址。

他们率先建立了土遗址和石窟监测预警和预防性保
护方法，形成技术标准 5项、专利 12件。面向丝路遗产面
临的区域环境-微环境和遗址病害等的监测需求，敦煌研
究院文物保护团队在麦积山石窟和北庭故城等10余处重
要遗产点，构建了数据实时传输的遗产监测可视化平台，
为丝路申遗提供了有力保障；基于莫高窟构建了甘肃省
16处重要石窟的监测预警平台，实现了变化可监测、风险
可预报、险情可预控、保护可提前的预防性保护目标；围
绕莫高窟风沙侵蚀威胁，构建了以“固”为主，“阻、输”结
合的综合风沙防护体系，使得窟前积沙量减少85%。

他们创建了我国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新模式。针
对考古发掘现场脆弱质文物第一时间难以保护的问题，敦
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研发了我国首个考古发掘现场“移
动实验室”，集成了现场测绘、环境监测与评价、文物保护分
析等技术，构建了文物出土现场保护技术体系，有效支撑了
石峁遗址等13处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的保护工作，实验平台
及其工作模式推广至10余省100余项考古工程。

他们提供了岩土质文物保护工程科技创新新手段。
针对自然环境侵蚀岩土质文物时序特征无法控制和尺寸
效应难以消除的瓶颈，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建成了全
球文化遗产领域唯一的全气候大型模拟平台——多场耦合
实验室，构建了涵盖温湿度、日照、降雨（雪）等因子的模拟
场，有效打通了保护技术实验室到现场实施中的关键环节，
为工程实践的科学性、耐久性提供了验证条件，极大促进了
文物保护由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的转变。

让文化遗产华光永续，是技术的革新突破，也是与自
然的较量、与时间的对抗。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扎根
大漠，在文物保护事业上不遗余力。不断突破的技术理念
被推广至全国，并沿着“一带一路”惠及更多国家的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

本报讯 1月 18日至 20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
带队赴安徽、江苏、上海调研，现场考察安徽淮南武王墩
墓葬、蚌埠禹会村遗址考古工地，江苏苏州平江路历史文
化街区、千灯古镇秦峰塔、顾炎武墓及故居和上海长江口
二号沉船考古工作站，慰问一线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淮南
出席武王墩墓葬考古和保护工作推进会，会见安徽省委，
淮南市委、市政府，苏州市委、市政府有关负责同志，研究
推进工作。

关强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奋力推进考古和文物保护利用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树
立“大考古”工作思路，高标准开展武王墩墓葬、禹会村遗

址、长江口二号沉船等重点文物考古研究，深化多学科合
作与科技支撑，深刻阐释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要
扩展“大保护”工作格局，深入推进大遗址保护展示、考古
遗址公园建设、文物建筑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历史文化街
区整体保护、博物馆展览展示，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助力文旅融合、乡村振兴与经济社会发展。要进一步强化
文物全面保护、系统保护、整体保护，压实文物安全责任，
落实文博单位安全措施，做好春节假期期间巡查值守，确
保人员与文物安全。要按照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要求，系
统谋划、周密部署，统筹推进普查工作顺利实施。

国家文物局相关司室，安徽省、江苏省、上海市文物
局负责同志先后参加调研。 （文宣）

1 月 19 日，2023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启
动。候选项目均为各发掘资质单位主动申报，经国家文
物局审核，最终确定33项参评。活动办公室将组织投票
推荐产生20项进入终评。

评委范围
全国97家考古发掘资质单位拥有团体投票权。
中国考古学会第八届理事144人拥有理事投票权。
投票规则
团体选票作为单位业务人员集体意见，每单位一票，

选票须加盖资质单位公章；理事选票须签署投票人姓名。
每张选票选项不超过20项，否则视为无效票。

截止日期
选票回收截止日期为 2月 9日（以寄到推介活动办

公室为准）。逾期视为弃权。
选票寄至中国文物报社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

活动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中国文

物报社
邮编：100007
邮箱：kaogufaxian@vip.sina.com
联系人：冯朝晖 郭晓蓉 张小筑 卢阳
电话：（010）84078838转8090、6182、8080、6183

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启动

1 西藏革吉梅龙达普洞穴遗址
2 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
3 山东沂水跋山遗址群
4 贵州普定穿洞遗址
5 河北尚义四台遗址
6 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
7 辽宁建平马鞍桥山遗址
8 河南宜阳苏羊遗址
9 安徽郎溪磨盘山遗址
10 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
11 广东英德岩山寨遗址

12 河南永城王庄遗址
13 内蒙古清水河后城咀石城址
14 河南郑州商都遗址书院街墓地
15 陕西清涧寨沟遗址
16 青海都兰夏尔雅玛可布遗址
17 四川盐源老龙头墓地
18 湖北荆州秦家咀墓地
19 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
20 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C区1号墓
21 重庆武隆关口一号墓
22 江苏徐州驮篮山遗址

23 江苏溧阳古县遗址
24 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
25 河南洛阳龙门香山寺遗址
26 浙江台州沙埠竹家岭窑址
27 山西霍州陈村瓷窑址
28 湖南怀化桐林墓群、窑窿坡窑址
29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
30 陕西靖边清平堡遗址
31 北京海淀四王府村明代皇室墓地
32 山东威海甲午沉舰遗址
33 吉林磐石红石砬子遗址

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候选项目
（按年代早晚排序）

八项规定，深刻改变中国。
2023年年终岁末，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连两天召开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
会。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即是听取关于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央
政治局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情况的报告。

党的二十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时刻保持
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坚持不懈推进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贯彻落实，驰而不息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推动百年大党在
自我革命中不断焕发蓬勃生机，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奋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新征程。

不松劲、不停步，把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一抓到底

2022年10月27日，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
记带领新当选的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延安，瞻仰革
命圣地。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总书记在“延安时期的十个没有”展板
前久久驻足。展板之上，列首位的正是“没有贪官污吏”。

“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粗
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全党同志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
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
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
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踏上新征程，展现新风貌。
几个月后，一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新的学习竞

赛”——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
育，在全党深入展开。

2023年3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了此次
主题教育具体要达到的5个方面目标，其中之一，正是“廉洁奉
公树立新风”。

党的作风和形象关系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决定
党和国家事业成败。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
视、亲自谋划新征程上党的作风建设，一以贯之把作风建设向
纵深推进——

党的二十大闭幕仅 3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重要
议程之一就是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
施细则》；

从党的二十届一中、二中全会，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
纪委全会，再到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等重要场合，都对持之以恒抓好党的作风建
设、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提出新要求；

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有
多个议题涉及作风建设；

针对党风廉政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反对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改进调查研究、推广“四下基层”、查处违规聚餐饮
酒等作出一系列重要批示；

在关于政法工作、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新时代办公厅
工作、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等的重要指示中，就作风建设提出
要求……

作风建设无小事。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持之
以恒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化作风建设作出一系列重
要论述，进一步深化了对作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为持续加固
中央八项规定堤坝、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指明了前进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对中央政治局提出明确要求，强调“中央政治局同志要对
照新修订的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一条一条严格对标对表，
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带
头弘扬党的优良作风。”

谈作风建设重点任务，强调“要把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作为作风建设的重点任务，研究针对性举
措，科学精准靶向整治，动真碰硬、务求实效。”

谈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强调要“深入开展党性党风
党纪教育，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激发共产党员崇高
理想追求，把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看成是极大的耻辱。”

谈党校工作，强调“各级党校要敢抓敢管、严抓严管，让学
员一进党校就感受到学习之风、朴素之风、清朗之风。”

……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作风建设就要推进到

什么阶段。风险越大、挑战越多、任务越重，越要加强党的作风
建设，以好的作风振奋精神、激发斗志、树立形象、赢得民心。

激浊扬清、久久为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全党上下锲而不舍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
断把作风建设引向深入，一个充满活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正以
优良的作风形象、饱满的精神状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立标杆、作表率，为全党树立光辉榜样

2023年4月，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主题教育启动后，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东考察调研。

4天时间、辗转千里，从琼州海峡之畔到珠江之滨，自西向
东穿行粤西大地，习近平总书记不辞辛劳，为的是多看一看当
地的发展变化，了解掌握更多实际情况。

“很亲切、很和蔼”“问得很细致、很具体”“没想到总书记对
海洋渔业这么了解”……这是基层群众见到习近平总书记的真
切感受。

到浙江考察，走进商贸市场同商户、小企业主代表亲切交
流；到江西考察，走访直升机生产企业，亲自登上直升机，了解
技术研发成果……深入基层、深入一线，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
地方考察调研的鲜明导向。

（下转2版）

“国家工程师奖”表彰大会在京召开

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荣膺“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称号

国家文物局领导调研安徽、江苏、上海考古和文物保护利用工作

风 正 好 扬 万 里 帆
——党的二十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推进作风建设综述

凝心聚力 以高质量落实推进江西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 丁新权

本报讯 1月 15日至 18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陆进
带队调研安徽黄山古建筑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
工作，赴中国科技大学科技考古、精准智能化学、粒子束
交叉应用等实验室，了解讯飞星火大模型技术进展，以及
安徽博物院文物科技工作。安徽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
西明会见陆进一行。

陆进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坚持文物保护利用改革“试验田”的职能定位，明确安徽

黄山古建筑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主题、方向和
重点任务，加大文物保护利用和研究阐释力度，赋能经济
社会发展，赋彩人民美好生活。坚持科技创新支撑与引领
作用，积极整合数据与智能驱动最新科技前沿成果，聚焦
文物典型应用场景，打造文物科技交叉学科研究新范式
和科研平台，形成文物科技领域系统解决方案，推动文物
事业高质量发展。

国家文物局有关司室，安徽省文物局，中国科技大
学以及有关地市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文宣）

国家文物局领导调研安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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