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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大遗址保护。推进重要大遗址考古发掘、本

体保护、环境整治、配套设施等工程，以建设考古遗址
公园为抓手，发挥大遗址保护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推进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持续推进
凌家滩等 6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建成凌家滩、双
墩、繁昌窑、垓下等遗址博物馆并对外开放。完成明中
都承天门及外金水桥保护、禹会村环境整治、双墩遗址
本体保护等工程。推进人字洞、垓下遗址、薛家岗遗
址、六安汉代王陵、皖南土墩墓群等大遗址保护利用
工程。公布 5~10个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加强工程建设中
的考古工作，落实“先考古、后出让”的配套政策。开展全
省开发区文物资源区域评估，推进全省“标准地”建设中
的文物评估工作。做好铁路、公路、水利等重点工程建设
中的文物考古工作。

实施文物平安工程。将文物安全工作全面纳入各
级政府的绩效考核评估体系，落实政府主体责任、部门
监管责任、使用者直接责任。完善文物安全管理体系，
健全文物安全联动机制，加强文物风险分级管控，提升
文物安全防范能力。制定出台《安徽省文物违法案件和
安全事故隐患通报制度》《安徽省文物安全巡查管理办
法》《安徽省文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实施方
案》。持续开展文物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专项活动，
推进全省文博单位安全演练工作，开展文博单位消防

“大比武”活动。深入开展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专项工作。
建立全省文物安全基础数据库，建设“安徽省文物安全
巡查智慧应用平台”。会同省消防总队推进文博单位消
防安全标准化建设。推介最美文物守护人。实施一批重
点文博单位保护“三防”（消防、安防、防雷）工程，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一级风险单位防火防盗安全
设施建设率达到100%。

坚守传承优先，推进深入挖掘传承

发挥安徽在人类起源与演化、中华文明起源、夏文
化研究、淮夷文化和早期铜矿开采冶铸等重大历史问题研
究方面的资源优势，以重大课题为抓手，以考古成果揭示
安徽在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
史中的重要地位。

深化考古发掘研究。积极参与中华文明探源、“考
古中国”等国家重大课题研究，推进繁昌人字洞、蚌埠
双墩、禹会村、含山凌家滩、淮南武王墩、凤阳明中都等
重点考古项目。加强学术研究，举办高水平学术活动，
及时整理出版考古成果。在新石器时期和夏商周考古
学研究、楚文化研究、两汉文化研究、唐宋考古等方面
设置安徽区域性课题。出版《考古安徽·先秦篇》《凌家

滩考古发掘报告》《引江济淮工程考古发掘报告》《水阳
江旧石器地点群》《怀宁孙家城》《繁昌骆冲窑址》等专
著和考古发掘报告。开展“考古走进中小学”活动，举办
考古知识公益讲座。推进长三角文博区域合作项目，开
展长三角等地区联合考古研究等学术和项目交流。

深化安徽历史文化名人资源调查与研究，实施历
史名人文物资源保护利用工程，强化阐释宣传，讲好历
史名人故事。实施黄宾虹故居、李克农故居等安徽名人
故居、旧居修缮项目。实施曹氏家族墓群、周瑜墓、汤和
墓、吴复墓等历史名人墓葬保护及环境整治工程。丰富
展览内容，创新展陈形式，提升安徽名人馆、程大位故
居、王步文故居等名人故居陈列展示水平。

推进安徽地域文化研究。依托文物资源，挖掘徽文
化、皖江文化、淮河文化、大运河文化、红色文化的价值
内涵，让安徽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历久弥新的光彩。加强
安徽地域文化文物资源调查，全面挖掘安徽地域文化
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特征，实施一批保护展示项目，
推出一批研究成果，推进安徽地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举办长江、淮河文化和徽州文化论坛，深
化历史文化研究。实施徽学研究提升工程，实施徽州文
书典藏工程，加强徽州古籍文书抢救保护、整理研究，
启动编纂《安徽文库》等文化传承经典。加强历史文化
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管理，新增一批中国历史文化名
村名镇，争取1~2个市（县）晋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深化革命精神研究阐释。安徽是一片红色热土，是
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拥有
各类不可移动革命文物3318处、可移动革命文物1.1万
多件（套），革命博物馆纪念馆63家。这些红色资源涵盖
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记载着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
革命斗争史。要开展安徽党史上的革命精神研究阐释，
促进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赓续精神血脉，传承红色
基因。举办“红色文化论坛”，编纂出版《安徽革命文物
通览》《革命文物故事》等书籍。推出一批红色题材优秀
文艺影视作品。

坚定利用为民，推进创新手段利用

着眼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紧紧围绕人民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文物活化利用，让收藏在馆库里
的文物“火起来”、让陈列在江淮大地上的遗产“热起
来”、让史书中的名人“活起来”，展现安徽文化独特魅
力，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
惠及人民群众。

创新文化遗产资源活化利用，建好用好国家文化
公园、考古遗址公园，打造一批安徽国家文化公园标
识，将其建设成为文旅融合的新亮点。加大文物建筑开

放利用力度，利用文物建筑开设博物馆、陈列馆、艺术
馆、乡贤馆、名人馆、图书室、文化馆和文化活动中心等
公共文化场所，开办民宿、客栈、茶社等旅游休闲服务
场所。开展全省文物建筑活化利用优秀案例评选推介。
积极打造文物主题游径，推出文物体验、研学、休闲旅
游精品线路，让群众既感受到“诗”的底蕴，也体会到

“远方”的魅力。建立健全文博创意产品开发激励体制
机制，支持安徽博物院发挥国家文创试点作用，打造文
化创意品牌，推出一批承载文化记忆、融入现代生活的

“徽字号”文创产品。推进文物科技创新，与高校、科研
院所合作，创建文物领域重点实验室、重点科研基地。
充分利用最新科技成果，加强文物数字化场景应用，提
高预防性保护水平，提升活化利用水平。

传承红色基因。实施革命文物展陈提升工程，提升
展陈水平，推出10条革命文物主题游径、20处红色康养
基地，建成20处馆校共建红色教育基地和10个红色旅
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进革命文物数字化建设，合理运
用云展览、云直播、元宇宙等展示手段，丰富展陈内容，
增强展示效果。促进革命文物融合发展，推动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与文化建设、旅游提质相结合，促进与乡村振
兴、老区发展、公共服务相结合。开展革命文物主题游
径遴选和推广，打造新四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淮海战
役、渡江战役等红色旅游线路，推动红色研学、红色康
养等旅游发展。推进渡江战役纪念馆、金寨红军广场、
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等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建设红色旅
游融合示范区。统筹推进革命文物与新时代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积极开展青少年教育活动，发挥好革命文物
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等方
面的重要作用。

提升博物馆服务功能。不断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
建设主体多元、结构优化、特色鲜明、富有活力的安徽
博物馆体系。建设凌家滩遗址、蚌埠禹会村和双墩等一
批遗址博物馆和专题博物馆，推出一批博物馆特色旅
游线路，让博物馆成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前
沿阵地与有效载体。成立安徽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引
导规范社会文物鉴定服务。支持非国有博物馆建设，
让社会文物为社会共享。推动中国（芜湖）长江渔文化
博物馆等新馆建设。建设一批农耕文化、汽车、中医
药、人工智能等专业博物馆。持续打造高水平陈列展
览，建立全省博物馆展览项目库，提升讲解员业务水
平和服务质量，举办全省博物馆讲解员大赛，选拔培
养一批博物馆“金牌讲解员”。开展博物馆里过传统节
日、纪念日活动，利用“5·18”国际博物馆日等，多形式
开展文物宣传活动。开展“百万青少年走进博物馆”系
列活动，举办“我在博物馆画文物”全省青少年绘画大
展，让博物馆成为最受欢迎的“城市会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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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横穿，三进三出，四渡赤水……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入川第一县，四川省
泸州市古蔺县曾经上演过一段段感人的
革命故事，遗留下丰厚的红色资源。

作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四川段）重
要节点，古蔺是 11个国家重点展示园、
6个国家级集中展示带、8条国家级长征
历史步道示范建设段和 16 个省级文旅
融合示范区之一。

近年来，古蔺聚焦“四渡赤水”红色
文化资源，实施系统性保护、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古蔺
段建设稳步有序推进。

如何守护红色家底、唤醒红色魅力？
古蔺坚持保护优先，在保护中发展，在发
展中保护。在调查、认定、登记革命文物
500余件、遗址遗迹 300余处的基础上，
动态完善红色资源名录库、档案库、资料
库和文物地图“三库一图”。编制《四渡赤
水红色文化传承带规划》，坚持连片保
护、整体展示、梯次利用原则，构建“一核
引领、两地协同、五大支撑”红色资源保
护格局。按照原材料、原工艺、原风貌、原
居民“四不变”原则，完成太平机要馆等
文物本体修缮38处，提升打造白沙会议
旧址等核心展示点42个。

古蔺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抓好县

域规划和项目建设，扮靓红色名城。据介
绍，为打造四渡赤水红色文旅融合示范
区，古蔺突出“国家标准、四川气质、泸州
唯一、古蔺特色”，坚持“一核两带多点”
的总体思路，高标准编制《古蔺“四渡赤
水”红色文化传承带旅游专项规划》《四
渡赤水二郎太平核心展示园建设保护规
划》《古蔺县红色文化传承带建设实施方
案》，抓实“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
融合”“传承利用”四大攻坚任务。

围绕红色文化传承、红色旅游融合、
红色主题教育、红色交通配套、红色形象
塑造等“五大工程”，完成九溪口渡口提

升项目、太平—二郎连接线重要节点打
造项目等20个重点项目建设。坚持以文
塑旅、以旅彰文，打响“中央红军长征入
川第一县”等核心 IP。深挖全县红色文
化内涵，举办红色文化交流活动，编辑
出版《红色古蔺》《品味古蔺》等红色和
历史地理文化书籍。

红色文化的传承，离不开红色主题
教育。古蔺以干部教育、学校教育、社会
教育，构建全域、全员、全年龄段的红色
教育体系。通过建成四川长征干部学院
泸州四渡赤水分院古蔺教学点、太平青
少年军事训练营，扩容提质二郎、太平、

双沙等教学点，不断丰富红色教育载体。
建立四渡赤水宣讲专家库，已编撰出版

《四渡赤水在古蔺》《走进白沙会议》等本
土红色书籍10余本。开展四渡赤水故事
宣讲“五进”活动，举办红色论坛、红色研
讨、红色研学等主题活动，打造特色鲜明
的红色教育品牌。

古蔺串联红色精品路线 6 条，建设
以全县23个乡镇（街道）“红色+”景点为
支撑的红色旅游综合体系。评选出古蔺
首批文化印记，其中红色文化印记占比
达 40%。依托红色文化，设计制作古蔺系
列、四渡赤水系列等文创产品，多层面、
全方位弘扬长征精神。

“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
兵……”行驶在古蔺奇兵大道音乐公路，游
客会被优美的歌声吸引。据了解，当车辆在
这条公路上以50公里的时速行驶时，《四渡
赤水出奇兵》旋律便会随车响起，浓厚的红
色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古蔺积极推动文旅
融合，深耕红色沃土，激发红色能量。以长
征历史步道展示带和红色旅游示范公路展
示带建设为核心，推进“红色交通畅通”工
程，打通红色文化传承“外循环”。

下一步，古蔺将持续深挖红色资源，
加强长征文物保护利用，高质量推动长
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本报讯 记者杨亚鹏报道 近日，
记者从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获
悉，由该院考古研究中心负责的浙江宁
波镇海汶溪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取得重要
考古收获。

汶溪遗址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
区九龙湖镇西方寺村西南侧，倚靠凤凰
山东南侧坡麓分布，面积约 7000 平方
米。2022年 10月，为配合镇海九龙康养
中心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宁波市文
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对该遗址实施两期考
古发掘，发掘面积共计 4400 平方米。
2023年 5月完成Ⅰ期发掘，Ⅱ期发掘正
在收尾。

发掘表明，汶溪遗址堆积深厚，距地
表以下文化层最深处达 3.6米，共发现
史前时期、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春秋
战国时期，以及唐宋时期文化遗存。其
间还发现多层自然成因的淤泥层，它们
是史前时期海岸带附近常发生台风、风
暴潮，从而引发海侵及区域性海平面上
升的见证。同时，发掘发现古代遗迹
200余处，包括房址、墓葬、水井、水
池、灰坑、灰沟、灶址和烧土堆等，出
土陶、瓷、石、铜、木质各类小件标本 600
余件。丰富的遗迹和精美的器物，全面展
现了距今 6600 年前定居在宁波北部海
岸带先民的生产、生活图景，其中史前和

商周时期依山而建、近水而居的干栏式
建筑，充分体现了先民因地制宜的建筑
理念和生存智慧。特别是河姆渡文化晚
期瓮棺葬墓区的发现，为认识该文化先
民的丧葬习俗和精神信仰提供了宝贵的
实物资料。

此次考古尤为重要的收获是，首次
在钱塘江以南地区较大面积揭露了内涵
单纯、堆积较厚的河姆渡文化晚期前段
遗存 （距今 5800~5500 年），极大充实
了河姆渡文化中、晚期序列之间的内
涵，为河姆渡文化谱系和转型发展研究
提供了丰富材料。同时，发现的河姆渡
文化早期（距今 6600~6300 年）遗存，是

近十年来在宁绍平原新发现的又一处史
前聚落居址区遗存，文化堆积最厚达1.2
米，出土遗存颇为丰富，为了解河姆渡文
化早期在濒海地区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
研究资料。

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负责人
表示，在河姆渡文化发现五十周年之
际，汶溪遗址的重要考古成果对继续深
入推动河姆渡文化的研究、保护和宣传
具有重要意义。接下来，研究院将加快
资料整理，加强多学科研究，争取全方
位、多维度重建河姆渡文化时期的社会
图景，为大力推进河姆渡文化的申遗工
作作出贡献。

本报讯 日前，经过一年多展馆
改造与展陈提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物馆（以下
简称“博州博物馆”）开馆试运行。

改造提升后的博州博物馆，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灵活
运用实物、考古成果、文献资料，全面
展示博州丰富的文物资源，全方位展
现博州历史文化脉络及在中华文明多
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中的重要地
位。共开放“青色草原 多彩家园”民俗
展、“丝路珍遗 博古通今”历史文物展
两个常设展览，展出文物 1100 余件
（套），比改造提升前新增 450 余件
（套），其中，云纹金饰带、金手镯等多
件珍贵文物均为首次展出。

在展陈手段上，充分利用全息影

像、3D数字化投影、微缩沙盘模型、互
动触控屏及游戏装置等技术手段，增
强游客的参与感和体验感。此外，公共
空间新增博州历史文化、人物、事件互
动屏和展厅导览、参观指南互动屏以
及语音导览等信息化服务设施，提升
观展体验。

博州博物馆改造及展陈提升工程
得到湖北省文博单位大力支持。开馆
当天，为湖北省博物馆捐赠的荆楚系
列文创产品、荆州博物馆捐赠国家一
级文物仿制品“虎座凤架悬鼓”、随州
博物馆临展“钟磬和鸣——曾国乐器
展”等举办了揭幕仪式。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文体广旅局
局长孟辉、副局长杜杰以及湖北省相
关文博单位负责人出席。 （张悦）

本报讯 日前，河南省安阳市召
开殷墟遗址安全和文物保护工作推进
会，总结五年来工作成效，持续推动新
阶段殷墟遗址安全和文物保护工作实
现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要始终把文物安全放
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严格落实文物保
护法律法规，严格执行“一保一警一消
防”工作制度，持续纵深推进打击文物
犯罪专项行动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
动，多种形式加强宣传教育，筑牢文物
安全保护防线。会议要求，要立足安阳
丰富的文物资源，持续在考古发掘、保

护展示、甲骨学研究、传播汉字文化等
方面积极探索，强化研究阐释，真正让
文物“活”起来。要加快推进殷墟王陵
区、洹北商城等重要遗址考古发掘，高
质量建设殷墟遗址博物馆，打造商文
明研究高地。要深化文旅融合，聚焦殷
墟甲骨文这一独一无二的文化资源，
打造殷墟甲骨文中华文化新地标，积
极融入“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体
系，持续深化国际汉字大会、“诵诗识
字来安阳”等活动，多形式做好甲骨文
阐释，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安阳力量。（豫文）

本报讯 日前，渝川黔博物馆推
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研讨会在重庆市
万盛经济开发区召开。来自重庆、四
川、贵州的 30 余家文博单位代表、媒
体代表、企业代表共计100余人参加。

会上，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
安来顺、伪满皇宫博物院院长王志强
作主旨报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都江堰市博物馆、中国工程学院、重
庆市万盛经济开发区博物馆等分别作
交流发言。重庆市万盛经济开发区博
物馆联合聂荣臻元帅陈列馆、遵义会
议纪念馆、四渡赤水纪念馆、陈毅纪
念馆4家博物馆，签订渝川黔博物馆

红色旅游资源联盟合作共建协议。各
方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合作共
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围绕整合渝川
黔地区红色旅游资源、提升红色旅游
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等三大目标，在资
源共享、联合开发、展览交流、学术
研究、人才培训、宣传推广等6个方
面开展合作。

会议期间，同步举办了“探寻数字
化 文博新时代”智慧文博专题展，联
合展出渝川黔三地博物馆精品文博数
字化资料 100件，通过 4个单元、10个
应用场景进行数字多媒体展示，呈现
文博新应用、新业态。 （张华）

本报讯 近日，历经两年策划提
升的“红色广州 英雄城市——广州革
命历史陈列”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开幕。

广州革命历史陈列展出实物展品
581 件、历史照片 235 张，设置艺术场
景 17处、多媒体展项 16个，比改造前
的“近代广州”展览扩大一倍，在主题
内容、文物展示、空间布局等方面实现
了跨越式提升。

展览通过“百年巨变：探寻救亡图
存的道路”“逢春蛰起：广州党组织的
建立”“风起云涌：大革命运动的中心”

“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的白区斗争”“勠

力同心：广州军民的抗日斗争”“羊城新
生：开启广州历史的新纪元”6个部分，
系统展示1840年至1949年广州百年革
命历史。

据介绍，策展团队精选与广州革
命历史主题密切相关的实物展品，涵
盖武器装备、旗帜、证章、书籍报刊、档
案文件、生活物件等类型。展览综合运
用沙画演绎、木刻动画等多媒体技术
手段以及雕塑、绘画、场景等艺术形
式，为革命旧址注入新的活力，增强革
命文物主题展览的生动性、参与性和
体验性，达到展览内容与艺术形式的
和谐统一。 （何薇）

广州革命历史陈列开幕

本报讯 记者肖维波报道 北京
中轴线可移动文物修复专项基金日
前在京成立。该专项基金将投入
1000 万元公益资金，重点支持北京
中轴线可移动文物修复及展示类
项目。

此次聚焦北京中轴线可移动文
物修复与展示的专项基金由北京中
轴线基金会联合北京易心堂文化集
团共同设立，将通过北京中轴线可
移动文物修复专项基金充分发挥各
自优势，聚焦北京中轴线可移动文
物修复与展示，推动北京中轴线文
化遗产触达更多社会大众，推动中

轴线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业界专家表示，北京中轴线可

移动文物修复专项基金项目有助于
培养更多年轻的文物修复师，把文
物古迹、相关人物、相关事件联系
起来形成见物叙事，完善中轴线文
物管理，提升中轴线历史文化价值。

北京中轴线基金会将进一步发挥
平台纽带作用，连接企业、媒体、公
众等社会各界力量，致力于北京中轴
线文化遗产价值阐释、文物活化利
用、保护管理能力建设和国际交流合
作等公益项目，加强北京中轴线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

本报讯 近日，由浙江诸暨市委
宣传部、诸暨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枫桥
镇人民政府主办，诸暨市博物馆（市非
遗保护中心）承办的“探源——枫桥历
史文化展”在诸暨市博物馆展出。

展览以时间为序分为“千年名镇”
“文教昌盛”“和美枫桥”三个篇章，系
统展示历史时期枫桥境内出土或与枫
桥文化有关的代表性文物藏品 152件
（组），从文化基因的角度，全方位、深
层次追根溯源，探寻枫桥独特自然环

境所造就的人文内涵。
据了解，此次展出文物 80％以上

为枫桥区域出土。展览还整合绍兴博
物馆、诸暨市档案馆、诸暨市图书馆、
诸暨市裕昌号民间艺术博物馆等多家
馆藏资源，经过全面梳理和严谨考证，
将地下文物与传世文献互相印证，将
地方考古成果与名人手迹、遗存一同
呈现。

展览将持续至1月22日。
（潇潇）

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物馆开馆试运行

安阳召开殷墟遗址安全和文物保护工作推进会

渝川黔博物馆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研讨会召开

北京中轴线可移动文物修复专项基金成立

枫桥历史文化展在浙江诸暨开展

四川古蔺：高质量推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本报记者 杨亚鹏

浙江宁波镇海汶溪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取得重要考古收获

本报讯 特别通讯员庞博报道
日前，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基本陈列

“天下同一——秦汉文明主题展”对外
开放。

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是目前国内
唯一一座以集中展示秦汉文明的缘起、
发展和贡献为宗旨的博物馆，旨在以陕
历博馆藏为基础、以考古资料为实证，
重点展示秦汉文明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
中的奠基作用。

陈列分上下两层，共 3530 平方
米，展线长 1194 米，展出文物 732 件
（组）。展览包括序厅、第一至六单元、
尾厅 8个部分，以新制度创建为核心，
从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思想奠基、文
化创新、科技助力、交流互鉴等方面分
述秦汉文明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多
种成就和重要作用，展示其发展的程度
和高度。展览利用主辅两条线索平行叙
事，架构文明交流互鉴的对话窗口，将

秦汉文明置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视角之
下，突出其对世界古代文明发展作出的
贡献。

秦汉馆位于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
城，毗邻秦咸阳城国家遗址公园，建
筑总体为北斗七星布局，主馆区 7 座
建筑各自相对独立且以廊道相连。其
中一号至五号建筑为陈列展厅，六号
建筑为文物库房及技术用房，七号建
筑为办公用房。该馆占地面积约 300

亩，是集文物保护、陈列展览、学术
研究、科普教育、旅游服务等多种功
能于一体、具有深厚传统风格的现代
化博物馆。

据了解，该馆免费向大众开放，
还将不定期规划不同类型、不同主
题 的 临 时 展 览 和 多 种 专 题 教 育 活
动，以促进秦汉新城当地的多样性
和可持续性发展，展现博物馆的文
化力量。

陕历博秦汉馆“秦汉文明主题展”开展

四渡赤水文化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