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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1 月 10 日

构建智慧监管体系
筑牢文物安全防线

新时期广州强化文物安全监管探索与实践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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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不断完善文物安全监管各项制度保障，
加大人员和经费投入，形成“市－区－街（镇）－村
（居）”文物安全监管层级体系，在文物精细化管理
等方面有突破性进展，建成集文物资源管理、巡查
检查、远程监管、督察督办、统计分析等功能为一
体的文物安全监管平台，三年来，广州市不可移动
文物安全隐患相较于2020年同比下降31.1%。

一是层层压实文物安全责任。将文物安全重
点从“事后处置”转变为“事前预警”，积极推动同
文物保护责任人签订《文物保护管理使用协议
书》，市-区-街/镇逐级签订文物保护责任书。落实
责任人公告公示制度，对广州市市级以上国有、集
体所有的文物博物馆单位（455 处 760 个文物单
体）安全直接责任人进行公示挂牌，其中国保挂牌
率100%、省保挂牌率98.4%。

二是组织开展不可移动文物风险评估。通过
观测、监测等手段对文物本体进行检查，掌握文物
保存状况、安全隐患、保护性设施现状情况及文物
周边环境情况，为下一步保养、修缮等提供科学依
据。目前，广州市已完成全部 33 处国家级（103 个
文物单体）、63处省级（167个文物单体）文物保护
单位安全风险评估，并完成了342处市级以上（478
个文物单体）文物保护单位消防专项评估。

三是完善文物安全制度。修订、制定《广州市
文物保护规定》《广州市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广州市不可移动文物岁修工作指引》《文物安
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广州市文物保护监督
员管理办法》等，编制《广州市不可移动文物安全
检查与评估导则》，建立和完善文物安全管理的各

项法规和规章制度。
四是建立一支监督员队伍。自2014年开始，每

年从广州市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中安排文物保护监
督员经费约850万元，其中市级100万元，区级750
万元。全市各区采取“一区一策”，市和部分区通过
购买社会化服务，部分区通过聘请兼职人员，建立
起覆盖全市的文物保护监督员队伍，规范文物巡
查、检查工作。目前，全市共有文物保护监督员648
人，其中市级文物保护监督员11人，区级文物保护
监督员637人，每年文物巡查次数超30万次，实现
文物安全巡查检查全覆盖。

五是推进安全监管平台建设。结合广东省数
字政府建设的相关规划，广州全面梳理全市不可
移动文物资源，深化数字赋能，着力构建“1+2+N”
数字平台建设，突出文物数据库、文物巡查信息库
基座支撑，研发文物安全风险预警平台，构建基于
大数据的“智慧巡检+视频监控+智慧消防+物联
监测+安全评估+应急调度+专家研判+处理决策”
全领域监管闭环，打造出整体智治的不可移动文
物安全监管体系，织密织牢文物安全防护网。

六是实施安全防护工程。分批分阶段开展古
建筑、古墓葬等安全监控建设，完成番禺、海珠区
视频监控试点，并推动各区接入市级平台。完善微
型消防站、消防器材配备等基础设施，开展文物智
慧消防试点，由市文物部门统一为229处市级以上
文物保护单位配置微型消防站。在陈家祠、光孝寺
开展防白蚁监测设施建设试点工作。开展文物建
筑电气火灾防控综合治理，升级改造部分老旧消
防系统，确保文物安全。

在长期的文物安全工作中，广州逐渐积累
大量的基础数据和实践经验，各级也建立了多
个相关的信息数据平台。但以往受限于技术手
段等因素，这些信息数据节点之间并未能实现
充分的互通互联，存在不少“信息孤岛”，难以
形成合力。

近来，根据《“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
规划》《文物安全防控“十四五”专项规划》等相
关内容，结合广州市数字化改革总体要求，广州
市文物局积极谋划全市文物安全数字化总体布
局，加强顶层设计，利用数字化平台底座，联通
各辖区文物安全管理数据，整合治理力量的协
同模式，逐步实现“一张网络管全市、一个中心
管全域、综合队伍协同治理”，即“一网统管”。

“一网统管”的核心是广州市不可移动文物
安全风险预警平台。广州市把各级文物保护单
位的两线范围、保存状况、档案资料、巡查记录
等信息纳入平台数据，实现了市、区文物保护单
位一张图、一张表，统管全市不可移动文物。

在不可移动文物安全风险预警平台之下，
建立了文物安全智慧中台。智慧中台对由各区
文物管理系统汇聚而来的数据进行智能分析，
为预警平台提供数据支撑。其中又可以分为文
物资源管理、智慧巡检、物联监测、应急调度、安
全评估、智能预测、宣传教育等子系统，分别对
应不同的文物安全工作流程，实现了新发现风
险问题的快速分发，及信息数据的即时反馈。

通过数据统管，广州实现了全市文物安全
数据集中存储、分析、监管和应急处置，为市区
两级文物管理部门提供动态文物安全态势掌
控、感知、展示，避免了各个信息化平台形成

“孤岛”。
“一网统管”还有两个重要支柱，一是文

物安全云监管，二是文物安全智慧巡检。
文物安全云监管 为加强源头治理和全过

程监管，广州市以信息化、物联网建设为核心，
集中整合视频监控、云消防、文物监测等手段，
实时监测文物本体及周边环境，打造出智能监
测、联动告警、应急处置的闭环机制。通过不可
移动文物云监管，监测数据通过专网实时传输
至文物安全风险预警平台，接入文物点统一管
理，平台动态分析安全阈值，根据倾角、沉降、
振动、变形、抗压强度、含水率、裂隙发育等数
据变化进行研判，发出告警分级处置并流转至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赋能监测预警、应急
处置一体推进。

2022年，广州市在海珠区、花都区陆续开展
云监管试点建设，取得良好效果。试点所在区
350处文物保护单位已全部接入文物安全风险
预警平台。目前正积极推动各区文物点逐步接
入，努力实现全市文物安全“云监管”全覆盖。

文物安全智慧巡检 当前，我国不可移动文
物安全监管普遍面临基层保护力量薄弱、管理手
段落后等难题。《文物安全防控“十四五”专项规

划》提出“广泛引导社会参与，摸清文物安全底
数，科学评估安全风险，因地制宜、精准管理”。

广州市着力解决当前不可移动文物巡查
无标准、文物安全隐患时效差、文物安全监管
难等痛点，引入社会化力量开展巡检服务，并
通过广州市不可移动文物安全风险预警平
台，将文物保护单位两线图、“四有”档案资料、
安全风险、监控监测报警以及文物3D展示、安
全评估等数据纳入集中管理，实现了“智慧巡
检”，有效加强文物安全管理和风险评估。

“智慧巡检”以广州市不可移动文物安全
风险界定标准为基础，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移
动互联网、AI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标准化数字
台账，并对文物安全风险状况实时分析研判，
实现科学预警，助力精准施策。

“智慧巡检”把文物安全管理责任到人，通
过巡检信息轨迹查询、实时巡检数据上传、隐
患报警信息管理、数据报表统计等功能，确保
数据准确性、时效性。

目前，不可移动文物安全风险预警平台
“智慧巡检”分为巡查、抽查、督查三部分。广州
市采取“一区一策”的方式，由各区将文物巡查
纳入镇街网格化管理，另成立市级文物保护监
督员工作站，委托社会力量开展文物抽查检查
工作，由广州市文物局对全市不可移动文物安
全状况进行监管督查。从而形成了“横到边、纵
到底、全覆盖”的不可移动文物安全监管格局。

广州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蕴含着丰富的文物资源，拥有不可移动文物近4000处。近

年来，广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和关于文物保护工作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文物安

全防控“十四五”专项规划》，加强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以健全机制为保障，探索构建符合新时期文物工

作形势的立体化监管体系，提升文物安全防范智能化、信息化水平，打通文物“全链条”监管“最后一公

里”。在制度化建设、精细化管理、创新性实践等方面实现了较大突破，走出一条符合广州本地实际的文

物安全之路。

强化顶层设计 构建责任明晰的工作机制

自 2014年起，广州市建立了文物保护监督员
制度，公布了《广州市文物保护监督员管理办法》，
开展文物安全日常巡查检查工作。2019年，广东省
在全国率先实施了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岁修”
制度，对各种病害进行前期预判，积攒了大量经
验。通过将“文物巡查”“岁修”等经验用于预防性
保护实践，围绕预防性保护体制机制难点、理论与
技术关键问题，广州积极推进预防性保护试点工
作，探索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和广州地方特色的不
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体系。

建于清光绪年间的陈家祠是广东省各地陈氏
宗族共同捐资兴建的“合族祠”，是现存规模最大
的广府传统建筑之一，也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
存最完好、装饰最精美的祠堂式建筑之一，被誉为

“岭南建筑艺术的明珠”。它位于中山七路、康王路
两条交通要道的交界处，临近繁忙的地铁站，人
流、车流量巨大，加之周边社区类型多样，环境复
杂，多种常规监测手法和监测方式无法在古建筑
中正常实施。陈家祠管理单位利用北斗高精度定
位，实时监测古建筑的裂缝、沉降、位移等情况，取
得了良好效果，大大提高了管理单位掌握古建筑
动态状况的能力，为降低周边活动对古建筑的影
响提供了大量实时性信息，也为探索复杂城市环
境下古建筑与建设、人居、交通等协调发展提供了
参考经验。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广东经典红色革命史迹，是大革命时期毛
泽东等人在广州从事革命工作的重要历史见证。
这组红墙黄瓦的古建筑群以砖木结构为主，极容
易遭受白蚁的破坏。因白蚁对文物古建的侵害过
程十分隐蔽且很难察觉，2021年，管理单位借助数
字化、智能化技术建立文物古建白蚁自动化监测
预警系统。自系统安装之后，至今累计发现90余次
有蚁报警，经过监测和及时灭杀，旧址的白蚁危害
得到有效控制，对古建筑起到了积极的预警和保
护作用。

“未有羊城，先有光孝。”光孝寺是岭南地区年
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佛寺。2021年，广州推动开
展光孝寺预防性保护试点项目，通过科学监测分
析文物保存、材料结构，制定了系统化的巡查、监
测、专业检修等预防性保护措施，同时强化预防性
保护数据的记录，为后续分析比对、修缮保护等工
作提供数据支撑。文物巡查工作人员结合在“岁
修”工作中总结的经验，每个月上传光孝寺的文物
巡查工作记录，从管理上对光孝寺预防性保护工
作起到有效监督作用。通过巡查发现，琉璃质地的
瓦屋面，相对比较光滑，落叶堆积情况和植物生长
情况较少，对屋面的损坏情况较小。碌筒类瓦屋面
由于相对粗糙，植物堆积较多，落叶容易堆积，容
易造成植物生长。通过及时调整策略，在后期的巡
查中，加强了碌筒瓦面的巡查，提高了预防性保护
巡查效率和准确性。

创新科技手段 建设预防性保护体系

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文物安全“一网统管”

文物安全闭环管理是文物风险出现之后
得以快速有效处置的重要保障。它实现了文物
安全保护从源头到末梢的“全流程”管控，推动
筑牢文物安全防线。

广州市文物局联合广东省古迹保护协
会、广州市文物保护监督员工作站等专业机
构，编制《广州市不可移动文物安全检查与评
估导则》，制定出广州市不可移动文物安全风
险界定标准。依托这一标准及不可移动文物
安全风险预警平台，通过智慧巡检、技防监

测，全方位、多维度对不可移动文物展开监测
告警。

运用“风险源精细化管理”，根据不可移
动文物类型，对文物安全进行风险分类，涵盖
本体病害、周边影响、养护问题、自然因素、消
防隐患五个维度。本体病害风险源包括倾斜、
沉降、开裂等；周边影响风险源包括非法建
设、非法拆除、违章违规施工等；养护问题风
险源包括过度养护、养护不当等；自然因素包
括地质灾害、气象灾害等；消防隐患风险包括

消防设施过期、消防通道堵塞、消防设施配置
不得当等。

根据不同的风险等级，将文物分为需要抢
险加固（特别严重隐患）、修缮（严重隐患）、岁
修（轻微隐患)、正常（保存现状较好）四个类
别，分别进入不同的处置流程。

在各处置流程中，以智慧巡检贯穿文物巡
查、专家研判、修缮设计、专家论证、修缮、验收
各环节，有效推动文物安全风险全过程体系化
闭环管理。

“人防+技防”打造文物安全闭环管理

广州市文物局高度重视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强调记录和监控事件全过程，规范操
作处置。

制定印发《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文物
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按照早部署、
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工作要求，市、区文
物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文物保护管理机
构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组织准备，加强日常
管理和监测，加强日常信息收集与传报，对

可能发生的涉及文物安全的预警信息进行
全面评估和预测，制定有效的监督管理责任
制度和预防应急控制措施。将突发事件分为
三个等级，由文物管理单位及时启动应急预
案，并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同时报文物行政
主管部门。同时，注重对应急事件的经验总
结与评价，以便为后续同类事件提供经验借
鉴和流程完善。

不可移动文物安全风险预警平台中融合

了GIS地理信息、会议系统、监控系统及执法
仪等多种技术手段，还利用三维模型提供现场
环境数据和应急物资位置信息，以提高应急指
挥调度的效率和现场救援能力。

同时，基于高清视频会议“主席听众”模
式，结合无人机、移动执法仪、监测传感器等遥
感技术，实现灾情信息实时回传，跨地域专家
协同研判，以便于展开文物安全隐患远程研判
及远程指挥调度。

集成后台与前端 强化应急处置及远程研判

“文物安全+”，是广州探索传统文物保护
与现代化技术深度融合的成果，即文物安全加
基础建设、预防性保护、一网统管、闭环管理。

自推行以来，广州市运用一网统管“智慧
巡检”共收集文物数据 28万余条，通过智能智
治，实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理的防控机制。
做到及时掌握风险动态，科学评估风险细节，
让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使用有据可依，高效配置
文物保护基础建设和预防性保护，有效推动成

果转化。通过以防为主，打防结合，构建上下联
动的不可移动文物安全全链条监管闭环。

通过构建全立体化安全监管体系，广州贯彻
“及时发现、快速反应、有效处置、预防犯罪”的总
体目标，多措并举，不断探索多系统的深度融合，
筑牢文物安全防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目前，广
州已经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联动、打防结合、
群防群治”的文物安全工作格局，而信息化、数
字化技术的广泛运用，进一步强化了文物安全

工作的效能，为文物安全工作的预判预防、快速
反应、精准施策、动态追踪提供了科学的保障。

文物保护的数字互联是大势所趋。文物安
全数字化“一网统管”已逐步弱化新时代文物
工作跨层级、跨部门之间的边界。面向“十四
五”，广州市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文物安全+”为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新路径，不断夯实中华文脉
赓续相传的资源根基。（供稿：广州市文物局）

推进数字互联 文物安全隐患大幅下降

陈家祠预防性保护文物部门同消防部门联合开展文物消防安全检查农讲所白蚁监测定位图

开展文物消防安全培训不可移动文物预警平台

现场巡查现场巡查

文物点微型消防站 文物视频监控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