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3 月 25 日，国家文物
局与紫荆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在京
签署合作协议，文化和旅游部副部
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紫荆文
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正中
出席并见证签约，国家文物局副
局长解冰、紫荆文化集团有限公
司总经理文宏武签署合作协议。

李群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
重视文物工作。近年来，国家文物局
与香港的合作不断深入，持续举办
文物展览、青少年教育、专业研讨等
机制性活动，支持香港故宫文化博
物馆建成开馆，推动香港加入海丝
保护申遗城市联盟，在防止文物经
由香港走私方面取得实质进展。紫
荆文化集团是服务于中央对港、对
外文化宣传工作的大型央企，有独

特的地域和业务优势，此次签约是
双方致力于让文物活起来，提升中
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有力举措。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
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
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国家文物局将与紫荆文化集团有
限公司建立合作机制，在增加文物
宣传传播产品供给、推动文物交流
项目合作、提升文博知识青少年教
育、促进文创产品和文物数字化开
发利用等方面形成合力，参与亚洲
文化遗产保护行动，把丰厚的历史
文化积淀转化为国际传播力和影
响力。

国家文物局有关司室、紫荆文
化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同志参加签
约仪式。 （文宣）

中国文物信息网 http://www.ccrnew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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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 21日至 22日，由中国
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3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在京举行。经
项目汇报会、综合评议，最终评委投票选
出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考古学会
副理事长关强宣布山东沂水跋山遗址
群，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安徽郎溪
磨盘山遗址，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河
南永城王庄遗址，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
墓地，陕西清涧寨沟遗址，甘肃礼县四
角坪遗址，山西霍州陈村瓷窑址，南海
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按年代
早晚排序）等十个项目入选 2023 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23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
想，引领我们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
华章。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和关心文
物考古工作，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考察中国考古博物
馆、蜀道翠云廊和三星堆遗址、景德镇
御窑遗址，就文物工作作出 20 多次重
要批示，一系列新的重要论述和新观
点、新论断、新要求指引着文物考古事
业迈上新征程。

关强表示，2023年，全国考古工作
会召开，系统提出“大考古”工作思路，
推动中国考古学拓展大格局、大视野，
谋求大发展。过去的一年中，中华文明

探源工程第五阶段研究工作取得新进
展，“考古中国”24 个重大项目统筹推
进，265项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系统开
展，1367 项基本建设考古项目有序实
施，实证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入选 2023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是过
去一年田野考古工作的突出代表。这些
考古新发现，以更加鲜活的笔触生动展
示了泱泱中华的悠久历史和博大文明，
是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终评会评委通过抽签方式从评审
委员会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产生，21位评
委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北京大学等单位。 （十大考古办）

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3月 18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城南书院校区）考
察。该校前身是创办于宋代的城南书
院，近代以来培养了一批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和名师大家。习近平总书记参
观青年毛泽东主题展览，了解学院发展
沿革和用好红色资源等情况。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湖南要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
使命，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展现
新作为。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
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广大干
部群众发扬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时代新
风新貌。

湘江之滨、妙高峰下，有着“千年学
府、百年师范”美誉的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坐落于此，这座中西合璧 、庄重典雅的
建筑群落，虽历经岁月的沧桑，但仍散发
着迷人的光芒。学院前身为南宋时期理
学大师张栻创办的城南书院。为启民智、
倡新学，1903 年书院改设为湖南师范
馆，1912年更名为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
校，1914 年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湖
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合并组建湖南省立
第一师范学校，1949年改名湖南省第一
师范学校，2008年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
（专科）升格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本
科）。徐特立、杨昌济、田汉等名师曾执教
于此。这里走出了三位中共一大代表，涌
现出来 280 多位革命烈士。第一师范也
因此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

毛泽东曾在此求学、工作8个春秋。
1950 年，毛主席亲笔为母校题写了“第
一师范”的校名，并题写校训：要做人民
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在谈起自己的
母校时，他深情地说：“我的知识、我的学
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
校。”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人文博
厚，文献丰富、建筑独特、环境清幽，是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
国人文社会科学普及基地、全国青少年
研学教育实践基地、全国法治教育宣传
基地。

依托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建
立的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是宣传青
年毛泽东光辉业绩的专题性纪念馆。
2021年11月，学校成立红色教育培训学
院，与纪念馆合署办公。

近年来，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
指导下，旧址实施了修缮、“三防”基础设
施建设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
程。纪念馆开展常态化文物文献征集，新
征集的《北京大学日刊》《民国日报》等文
献史料，进一步丰富了馆藏。同时，启动
了文物数字化保护项目，对所有馆藏文
物、文献、图片、图纸、字画等资料进行数

字化扫描和电子化储存，建设馆藏文物
文献电子资源库，为下一步更好地对文
物资料进行保护、研究和展陈奠定坚实
基础。

行走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城南书
院校区），仿佛穿梭于历史的长河，八班
教室、第八班寝室、大礼堂、城南古井、
君子亭、阅报室、附小主事室和工人夜
学……陈列着毛泽东青年时期在此学
习、工作和从事早期革命活动的十多处
纪念点。旧址内设“一代伟人从这里起
步”主题陈列，展厅 10 个，陈展面积达
2400平方米，保存有毛泽东亲笔签名赠
送母校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两本和

“民国”四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职
教员学生一览表》等国家一级文物以及
其他重要红色藏品。校区内还设有青年
毛泽东铜像广场和再现毛泽东青年时期
活动的浮雕花园等纪念设施。学校旧址、
展览等红色资源已成为学生赓续红色血
脉、争做时代新人的动力源泉。

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馆长杨丹
介绍，每年新生入学的第一周，是集体
热追电视剧《恰同学少年》的时光。新
时代学子与百年前的毛泽东、蔡和森、
何叔衡等在荧屏前相遇，信仰之光照亮
前行之路。

纪念馆2023年5月恢复全面开放以
来，共接待团队游客1947批次、累计9万

余人次，散客定时讲解接待440批次、累
计 2万余人次，累计讲解 700余批次，其
他老师累计讲解130批次。

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讲解员贺
中鼎说，作为新时代的一师人，将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传承好先辈革命精
神，在新时代勇担使命，为强国建设作出
自己的贡献。与此同时，作为一位普通人
民教师和红色宣讲员，还要充实自我、打
磨本领，为社会、大中小学生提供更好、
更丰富的思政教育课程，进一步讲好一
师红色故事、弘扬一师红色文化。

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
近年来，纪念馆坚持传史育人，结合

旧址开展实践教学，把课堂教学和实践
教学有机结合起来，高度重视思政课的
实践性，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
起来，厚植师生爱党爱国情怀，让红色基
因代代相传。

建立“场馆+红培”的红色教育培训
体系，以与毛泽东同志相关的实物、实
景、实事为载体，举办“一代伟人从这里
起步”主题展览，在青年毛泽东铜像广场
等14个场地实施现场教学，直观展现了
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修远求索立初心”
的奋斗历程；与湖南省委党校、韶山干部
学院等院校合作，开发毛泽东思想等为
核心的专题课程；创新实施沉浸式教学、
体验式教学、案例式教学等形式，尤其是

学院以融媒体技术为依托，打造了《红色
一师家国爱 峥嵘岁月赤子心》沉浸式党
性教育课程，使课堂“动”起来、“活”起
来；与湘潭市政府合作举办了“东山一师
毅行”活动，开启“大手牵小手 重走求学
路”研学精品课程……

同时，《青春一师 榜样力量》主题现
场教学系列课程入选国家文物局、教育
部公布的“以革命文物为主题的‘大思政
课’优质资源精品项目”；《红色引领 馆
校协同 四阶递进——新时代馆校合作
铸魂育人模式研究》获评教育部2024年
度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综合改革
与精品建设项目。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
的工作指明了方向，作为红色教育基地
工作者，要深入学习重要讲话精神，把
总书记殷殷嘱托化为求真务实、改革创
新的动力，进一步保护好、利用好一师
旧址的革命文物，提炼一师红色校史的
精神密码，挖掘红色资源，摸清红色家
底，提质红色课程，搞好红色教育，让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杨丹表示，要把
重要讲话精神融入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的展示展陈和红色教育课程，引导广
大学生和社会大众，坚定理想信念，树
立报国之志，不负韶华，勇担重任，在
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征程中作出应有
的贡献。

本报讯 3月 19日至 22日，国
家文物局副局长罗文利带队先后
赴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南宁
市、百色市、崇左市调研，现场考察
了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灵渠
博物院、桂林秧塘机场飞虎队遗址
纪念馆、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旧
址、昆仑关战役旧址、广西壮族自
治区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中
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部旧址、百色
起义纪念馆、崇左市壮族博物馆等
文博单位，会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
民政府副主席苗庆旺，指导广西革
命文物保护利用和博物馆工作。

罗文利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
论述精神，切实加强革命文物和博
物馆工作。要加快编制《左右江革
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工作规划》，
积极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

段）建设，加强革命文物资源价值
挖掘和研究阐释，讲好百色起义、
湘江战役等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
明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要提
前策划项目，加强昆仑关战役旧
址、美国“飞虎队”有关遗址遗迹等
抗战文物的保护和展示利用，弘扬
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抗战精神。
要强化博物馆的陈列展览、藏品研
究、教育传播等工作，提高博物馆
公共服务水平，更好满足人民精神
文化生活新期待。广西位于边疆民
族地区，要充分运用革命文物资源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策划推
出一批反映“四个共同”的革命文
物精品展览。

国家文物局有关司室，广西壮
族自治区文物局，以及有关地市党
委和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文宣）

本报讯 3月21日，山东全省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座谈会在济南章丘召开。会议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落实中央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全面
加强山东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山东省
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并讲话。

林武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文
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
入学习领会，自觉贯彻落实到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以实际行动坚定拥
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会议强调，近年来，全省认真落实中央部
署要求，统筹保护传承工作，文化遗产事业快
速发展，文物保护利用和非遗保护传承走在
全国前列。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工作中还存
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必须高度重视，采取
有力措施加以解决。山东是文化大省、文物大

省、非遗大省，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责
任重大。要构建文化遗产系统保护体系，形成
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要强化历史文化名城、
街区、村镇等的整体保护，把文保规划纳入国
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加强城乡基本建设中
的文物保护工作，促进文化遗产和居民互利共
生、和谐共存。要加强考古研究和历史文化阐
释，深入实施重点项目，一体谋划推进研究、阐
释、转化工作，讲好文物背后的中国故事、山东
故事及文化影响，引导全社会形成更加完整准
确全面的历史观、文化观。要创新文化遗产的活
态传承，切实做好以文化人、展示利用、数字赋
能、传播交流的文章。要健全严字当头的法规制
度体系，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筑牢法治保障。要
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党政主要领导责任，建立
专项工作机制，加大经费投入保障，加强人才
队伍建设，凝聚起全社会共同参与支持的强
大合力，全面开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新
局面。 （赵洪杰 李子路 刘兵 王世翔）

千年学府 百年师范
让革命文物思政教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本报记者 徐秀丽

山东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座谈会在济南章丘召开

国家文物局领导调研
广西文物工作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城南书院校区）

本报讯 3 月 23 日，湖北全
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座谈会暨全
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
第一次会议在汉召开，传达学习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座谈会精神，
审议通过省级联席会议制度和全
省文物普查方案，部署湖北省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湖北省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琚朝晖出席会
议并讲话，副省长陈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加强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
有之义，作为文化和文物大省，
湖北承担着更重责任。要深入学
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升站
位格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坚决扛起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政治责任和文
化使命。

会议强调，要坚持保护第一
不动摇，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
保护与发展、保护与开发的关
系，牢固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
的科学理念。抓好全省第四次全
国文物普查，落实应保尽保要
求，切实将符合标准的对象纳入
保护清单。统筹物质与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加强系统保
护，深化发掘阐释，做好活化利
用，发展文化经济，加快推进万
里茶道申遗，抓紧构建全省城乡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压实工
作责任，筑牢法治保障，建强工
作队伍，营造社会氛围，不断汇
聚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合力，
为奋力推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
提供有力支撑。 （江卉）

湖北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座谈会在武汉召开

本报讯 3 月 21 日至 24 日，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
局局长李群在海南调研文物工
作，会见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冯飞，海南省委副书
记、省长刘小明，海南省副省长
谢京，落实 《南海深海文物保护
与利用项目合作协议》，共同研究
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推进南海水下考古等工作。

李群指出，要强化南海水下文
物保护利用，加强统筹规划，持续
开展南海深海考古，做好出水文物

保护，确保文物安全。要加强岛礁
考古和文物保护利用，深入开展南
海《更路簿》研究，加快推动国家
文物局水下考古南海基地建设，科
学规划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二期
建设。关于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李
群强调海南要进一步完善普查组织
领导、队伍组建、实地调查和经费保
障，为顺利开展实地普查打好基础。

财政部、国家文物局有关司
室和直属单位，海南省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厅等有关负责同志参
加调研。 （文宣）

李群调研海南文物工作

国家文物局与紫荆文化集团
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本报讯 记者翟如月报道 3月
25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2024年
度培训东北片区培训班在沈阳开
班。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
成员、办公室副主任、国家文物局副
局长关强出席开班式并授课。辽宁
省副省长、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
领导小组组长郭彩云出席并致辞。

关强指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
查 2024 年度培训覆盖领导小组各
成员单位和省、市两级普查骨干，
全国 6期片区培训压茬开展、全面
铺开，标志着普查准备工作已从机
构组建进入到人员集训环节。授课
过程中，关强重点剖析了普查工作
背景与总体形势，传达了党中央、
国务院总体部署和第四次全国文
物普查领导小组工作要求，明确了
七个方面的重点举措。关强要求，
要重视培训教学相长，总结试点经
验及时推广，尽快部署省级试点与
培训工作，加快完成普查队伍组
建，平稳保障实地调查启动。各级
普查机构要提高站位，凝聚共识，
全力以赴推进普查工作顺利开展。

培训班邀请普查领导小组办
公室相关工作组负责同志、科研院
所专家进行授课，培训主要内容包
括普查总体方案解读，宣传、信息
技术等专项方案解读，普查标准规
范解读，不可移动文物基础知识讲
解，试点实践交流，普查系统与采
集软件操作实务等。

此次培训由第四次全国文物
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辽宁省
文化和旅游厅（辽宁省文物局）、中
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共同承办。
国家文物局有关司室，第四次全
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天津、河北、内蒙古等 17 个省级普
查办负责同志，辽宁、吉林、黑龙江
省市两级和文物大县普查办业务
骨干等 100 余人参加现场培训，课
程为期4天。

据悉，为全面推进普查工作，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 2024 年度培
训在东北、华北、西南、华东、中南、
西北六个片区分别开展，至 4月 18
日结束。线上培训采用课程录播形
式，普查期间持续开放。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
2024年度培训东北片区班开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