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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卓娅·巴合提，只觉得青春洋溢，满面春风。
卓娅是新疆阿勒泰地区文博院馆员，也是一名

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国家文物局组织的新疆
文物保护利用成果主题宣传活动上，记者见到了她。

介绍起从事的文博工作，卓娅如数家珍，字里行
间是对文博工作的满腔热忱。谈到为何选择从事文
物工作，“我从小就对历史、考古感兴趣，报考大学时
第一选择也是文博考古专业，但并未遂愿，可是我没
放弃，研究生时终于如愿就读了新疆大学考古与博
物馆学专业。”卓娅笑着说。

目前，卓娅主要负责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馆
藏文物研究和博物馆讲解工作，在自己热爱的岗位
上，卓娅充满干劲。

2021年 4月，卓娅来到阿勒泰地区文博院参与
阿勒泰地区博物馆开馆前的博物馆陈列布展、梳理
馆藏文物台账、讲解词的撰写等筹备工作。提到那段
时间，卓娅告诉记者，“可以用不分昼夜来形容，在这
个过程中，会遇到事先预想不到的问题，再一一的去
请教前辈，查阅资料，找到解决方案，虽然辛苦，但这
就是成长，在开馆的那一刻觉得一切都值得。”

草原石人、金马饰件、驼首铜刀……走进新疆阿
勒泰地区博物馆，一件件文物，诉说着这片土地的过
往与故事。

记者了解到，阿勒泰地区博物馆展陈区2300多
平方米，馆藏文物540多件（套）。今年，阿勒泰地区博
物馆日接待量再创新高，仅上半年就突破10万人次。

“历史上阿勒泰地区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
化有着密切联系。”卓娅说，“这也实证了新疆自古以
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何让馆内展览与
最新的考古成果、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发挥好博物馆
作用，讲好文物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卓
娅有着自己的思考。

通天洞遗址，是阿勒泰地区重要的考古发现，展现
了人类约4.5万年前甚至5万年前的生活痕迹，出土了
5200多年前的碳化麦粒和约5000年前的碳化黍。

“黍麦相逢在通天洞遗址意义重大，表明在四五
千年前，这里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但如
何生动地讲述出来呢？”卓娅反问道。

“黍麦相逢讲的是碳化麦粒和碳化黍的故事，通天
洞遗址中发现碳化小麦麦粒、大麦麦粒和黍粒，考古学
家研究表明，黍是源自东方的一种农作物，而小麦源自
西方，就在距今5000至5200年的时候两者在通天洞中
相遇，这次相遇或许就能从侧面反映阿勒泰地区当时
已经成为东西方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重要通道。从石
器到碳化黍，考古遗迹遗物正在向我们实证新疆地区
与中原地区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新疆始终是我国领
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卓娅深入浅出地讲道。

“馆藏文物金马饰件则是另一个典型。”卓娅介
绍说，“金马饰件充分融合了中原地区和西亚、中亚
地区的文化特征与铸造工艺，这样的造型在汉代很
多文物中都有出现，是比较常用的艺术造型。通过这
只金马饰件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丝绸之路的繁盛
下，阿勒泰地区已经是东西方贸易、技术、文化交流
交融的重要通道。”

在阿勒泰地区博物馆智慧博物馆建设过程中，
卓娅撰写了 99件（套）文物小传，并积极参与到“石
人打卡”“通天洞遗址考古发掘互动平台”等一系列
数字采集、智慧化展示、可视化处理的项目建设中，
让展柜里的一个个文物“活”起来。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在阿勒泰市切木尔切
克镇，卓娅通过“现场+线上”教学的方式，与32名各
族青少年分享切木尔切克石人及石棺墓群背后的历
史故事，通过绘制文物等方式，让孩子们引趣启悟、
学习知识。“促进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深入理解是我

今后工作的一个侧重点。”她告诉记者。
阿勒泰地区野外文物分布广、数量多且相对分

散，管理难度较大，卓娅负责野外文物巡查工作，虽
然辛苦但却有了很多机会与县市文博单位同事共同
探讨野外文物巡护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策略。

据卓娅介绍，目前阿勒泰地区共有野外文物看
护员60名，守护着阿勒泰地区651处不可移动文物。

“在野外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中，最累最辛苦是一线广
大文物看护员。文物点多在戈壁与山间，在看护中他
们交通装备简单，风餐露宿，是走在‘最后一公里’的
文博人，他们的工作十分重要。”

“所以我希望随着工作的推进，通过提升技防手
段等帮助野外文物看护员更好守护遍布在广袤大地
上的珍贵文物。”卓娅说。

谈到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如何履职时，卓娅说，
“阿勒泰地区文物资源丰富，今后我将在文物历史内
涵挖掘、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加强野外不可移动文物
保护等方面不断用力。”

虽然理想与现实总有差距，但为热爱奔赴山海
的誓言从未改变，“我喜欢我的工作，能把文物和文化
遗产传承下去、传播开来很有意义。”卓娅坚定地说。

卓娅·巴合提：为热爱奔赴山海
本报记者 李瑞

本报讯 记者徐秀丽报道 11月14
日，由国家文物局主办，中国文物交流中
心、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中国文物报
社承办的2023年“打击非法贩运文化财
产国际日”中国主场论坛在国家文物局
举行。本次论坛以“我们在行动”为主题，
重点探讨当前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同心
合力、和衷共济更好开展打击非法贩运
文化财产的工作理念和路径。国家文物
局副局长解冰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
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移民海关
执法局与美国、瑞士、德国、埃及、希腊等

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以及外交部、最高
人民法院、公安部、海关总署、国家文物
局等相关部门和拍卖企业的负责人以及
法学界专家近50人参加论坛。

解冰指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打击
非法贩运文化财产相关工作，以实际行
动践行“1970年公约”精神，采取有力措
施，参与国际治理，推动《关于预防和打
击非法贩运文化财产示范条款》起草，在
公约缔约国大会议事规则修订、制度完
善等重要议题上积极发声，提出完善

“1970年公约”执行力的中国建议；推动

双边交流合作，已与26个国家签署防止
文物非法进出境政府间协定；完善法律
法规，修订防止和打击文物非法贩运、流
失文物追索返还等相关规定，加快国内
法与国际公约的有效衔接；加强能力建
设，推动更多流失海外中国文物回归，同
时让回归文物发挥公众宣传作用。他表
示，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加强经验交流，与
文物流失国一同发出有力声音，与文物
艺术品市场国增进交流合作，加强打击
文化财产非法贩运，广泛参与文化遗产
国际治理并作出贡献。 （下转2版）

丝路深秋，行走新疆。天山雄伟、峡谷壮阔，胡杨
金黄、石榴火红。

风景之美尽收眼底，文物之美流韵绵长。
新疆文物数量大、类型多、年代早，新疆广袤的

大地上，分布着不可移动文物 9000余处，其中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33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620处，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
路网”中国 22处遗产点，6处在新疆。这些珍贵的文
物和文化遗产讲述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是
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
体。新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出台一系列文物保护
政策措施、采取多样化保护修缮方法、推进高科技安
全防护方式，在文物保护方面结出累累硕果。

近日，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新疆文物保护利用
成果主题宣传活动走进新疆，探寻新疆文物保护“新
思路”。

相辅相成 多部门齐心协作

近年来，新疆考古取得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重
要成果，为了更加全面提取考古遗存信息，国家文物
局大力推动新疆考古工作，强化科技支撑与多学科
合作研究。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相继与中国社会科
学院、北京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合作，对考古
出土资料进行多学科合作研究。多学科与高科技使
考古成果内涵更加丰富，反映出的古代社会面貌更
加清晰。

在中国科技大学发布的《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
址植物遗存研究》一文中提到，这座唐代沙堆烽燧出
土的植物标本中，“找到”了 40多种不同植物，既有
水稻、青稞、大麦、小麦、粟、黍，黑豆、豌豆等粮食作
物，还有桃、杏、枣、核桃、沙枣、西梅、亚麻、葱、甜瓜、
葫芦等园艺作物。

“这些成果让我们对唐代戍边将士的生活有了
更清晰的认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胡
兴军说，“在克亚克库都克烽燧考古发掘过程中，我
们和国内多所高校、多家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科技考
古为我们提供了一双可以穿越千年的‘眼睛’。”

“多学科合作拓宽了考古学研究领域，逐渐形成
了以古环境研究、动植物研究、体质人类学研究、金
属冶炼与材料史研究和地理信息技术研究为主要方
向的多学科研究领域。高科技为历史遗存的精准解
读提供了‘望远镜’和‘显微镜’，有助于更准确地揭
示新疆历史，以考古发现实证历代中央政权对新疆
地区的有效管辖，生动阐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
史事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疆文物考古
研究所所长李文瑛说。

除了科技保护研究，文物修复也是考古所的重
点工作之一。研究所副所长党志豪告诉记者，截至目
前，配合考古发掘，研究所已累计修复陶器、青铜器、
铁器、金器、纺织品、木器、纸质文书等各类出土文物

千余套。“我们联合陕西考古研究院、中国丝绸博物
馆、南京博物院等，先后申报纺织品、纸张等 8项专
项保护修复研究课题，开展针对性保护和研究。未
来，研究所将继续明确科研重点，不断提升文物保护
水平，促进考古成果活化利用。”党志豪说。

新疆有一处文物对守护祖国疆土发挥着突出作
用，那便是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城西南五
十多公里边境线上格登山上的平定准噶尔勒铭碑。
该碑立于 1760年，分碑额、碑身、碑座三部分，保存
基本完好，是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研究员安英新向记
者介绍，“为了保护平定准噶尔勒铭碑，国家文物
局多次拨款，支持该碑北亭建设和本体修缮等。近
年，江苏援助伊犁州指挥部也启动对该碑本体抗
震加固及环境整治项目。”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对烽燧一带景观
的经典描述，烽燧曾是古代重要的军事设施。世界
文化遗产点克孜尔尕哈烽燧，是丝绸之路上保存
完好的“红色哨卡”，见证了历史上各民族共同保
卫、建设新疆的历程。

来到库车却勒塔格山南麓盐水沟沟口的冲击台
地上，矗立于此2000多年的克孜尔尕哈烽燧依然挺
拔。据介绍，全国首例土遗址文物保护综合监测项目

曾对烽燧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监测，监测数据精确至
0.01毫米，准确获取了烽燧夯土的风化速率、裂隙变
化规律、冲沟的发展变化规律等数据，为实施烽燧本
体保护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吐鲁番
市以西，河谷环绕中，一片柳叶形岛状台地高约 30
米，交河故城建于此处。交河故城是世界上保存最
完整、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生土结构古代建
筑城市。街巷、作坊、官署、民居、寺院……昔日繁
华的城池经过岁月洗礼，静静诉说着 2000 多年的
历史过往。

“生土建筑是脆弱的，不可再生的。”吐鲁番学研
究院副院长陈爱峰感慨道：“交河故城历经沧桑巨
变，历史底蕴深厚，除了做好本体加固、崖体修缮等
保护工作，文物数字化可以为文物知识普及、文化赓
续传承助一臂之力。”

陈爱峰介绍，“交河故城的数字化工作已提上日
程，我们对交河故城进行三维扫描，恢复官署、民居
和一些佛教寺院原貌，让观众能更直观地看到交河
故城当年的生活场景，增加代入感、体验感。”

记者从吐鲁番市文物局交河故城文管所还了解
到，近年来，交河故城安防系统完成了升级改造，文
物本体和周边环境整体保护、抢救性和预防性保护
并重，在持续夯实文物保护基础上坚持保护为主兼
顾文化传承与利用，铺展开一条融合之路。

内外兼顾 织牢安全防护网

“天山之北，有一条大路，那是草原之路，也是绿
洲丝绸之路；天山之北，有一座大城，那就是北庭城。
从空中俯瞰，新疆吉木萨尔县的北庭故城遗址的大
格局清晰可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郭物的描述，让记者对眼前的北庭故城遗址有了更
立体的认知。

北庭故城遗址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新疆首家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北庭故城是古代丝绸之路北道
必经之地，现存主要为唐代时期遗存，包括北庭故城
城址、城址西部的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两部分。

在北庭故城遗址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透过
大屏幕可看到周边环境的温度、湿度等实时变化。记
者了解到，这套系统 24小时不间断监测管理，自动
提取相关数据，生成“健康体检表”。

作为不可再生的土遗址，防范风化、干燥、雨蚀、
霉变、起甲等病坏损害是保护工作不容忽视的关键
点，文物保护人员可根据监测数据随时采取相应措
施。“土遗址的保护是国际性难题，我们将不断探索
运用科学方法对遗址进行更全面的保护。”北庭学研
究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一路向西，另一处世界文化遗产点克孜尔石窟
渐入视野。

（下转2版）

国家文物局举办2023年“打击非法贩运
文化财产国际日”中国主场论坛

李群会见泰中文化促进委员会主席
披尼·扎禄颂巴

宁夏文物工作会议召开
梁言顺讲话 张雨浦主持 李群出席并讲话

李群调研宁夏文物工作

本报讯 11月15日，文化和旅游部
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会见来京
参加 2023年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的泰国
前副总理、泰中文化促进委员会主席披
尼·扎禄颂巴。

李群表示，披尼主席是中国人民的
老朋友、好朋友，为深化中泰一家亲友
谊、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在泰国落地作
出重要贡献。李群向披尼介绍了中国国
家文物局践行习近平主席“全球文明倡
议”的主要成效，重点宣介了习近平主
席致首届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大会
贺信内容，首届联盟大会取得的重要成
果以及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近期工

作。李群代表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主
席国欢迎泰国加入联盟，希望中泰未来
在联合考古，特别是水下考古、海上丝
绸之路沉船调查研究、文物古迹修复，
以及艺术品交流互展等方面开展更多
务实合作。

披尼热情回应中方关于加强亚洲
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建设的设想与建议，
他表示，泰中文化促进委员会是泰国文
化部指导下的重要文化机构，将持续关
心和参与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相关
工作，发挥自身作用积极促成泰国适时
加入联盟，推动泰中文化遗产合作高质
量发展。 （文宣）

本报讯 11月14日，宁夏回族自治
区文物工作会议在银川召开。宁夏回族自
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梁言顺
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
落实全国文物工作会议精神，聚焦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扎实推进文物
保护利用和传承发展，以新气象新担当开
创新时代宁夏文物事业发展新局面。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
区主席张雨浦主持。文化和旅游部副部
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出席并讲话。
自治区领导雷东生、李金科参加。

梁言顺充分肯定了近年来宁夏文物
工作取得的成绩。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始终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发表
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事关文物保护利
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大理论和实
践问题，深化了我们党对新时代文物工
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文物工
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从坚定拥
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
政治高度，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文物工
作的使命感责任感，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关于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
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
求，推动宁夏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梁言顺指出，要提高文物保护水
平，完善文物管理机制，防范文物安全
风险，守护好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
富。要加强文物研究阐释，深化文明探
源，挖掘文化价值，传承红色文化，用好
文物蕴含的“精神富矿”，传承好中华民
族灿烂文明，引导各族群众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要着眼让文物活起来，坚持在保
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讲好文物背
后的故事，推进文物活态展示，促进文
旅深度融合，加强文物合作交流，让宁
夏的文化瑰宝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彩。
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压实工作责任，
充实保护力量，广泛宣传引导，推动新
时代宁夏文物工作迈上新台阶。

李群对新时代宁夏文物工作取得的
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在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要深入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
国宣传思想文化、全国文物工作会议部
署要求，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
精神，把文物和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坚
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和决心。深
化研究阐释，融会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为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注入更多文物资源价值和精
神动力。让文物活起来，不断提高文物工
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为实现高
质量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
更大贡献。夯实文物工作基础支撑，积极
提供有力支持，提高素质能力和依法管
理水平，不断增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的能力和活力。

张雨浦指出，宁夏各地各部门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
和全国文物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国
家文物局与自治区政府合作协议，积极
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坚持更
好保护、更好利用、更好转化，努力把宁
夏区域的人类史、文化史、文明史以及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全面清晰地展
现出来，把丰富的文物遗存及“十大考
古成果”的价值有效挖掘出来，把各级
各类博物馆的丰富收藏生动展示出来，
把文物工作与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
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宁夏文物事业
发展质效，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进一
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宁夏贡献。

会前，梁言顺、张雨浦与李群一行
参观了宁夏十大考古发现展，张雨浦与
李群签订了《国家文物局 宁夏回族自
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新时代宁夏文
物事业高质量发展合作框架协议》。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设主
会场，各市县区和宁东基地设分会场。
区直有关部门（单位）、中央驻宁有关单
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市县区党委或政府
分管负责同志、文化旅游局（文物局）局
长等在主会场参加。 （朱立杨 姜璐）

本版讯 11 月 13 日至 14 日，文化
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调研文物保护利用工
作，并出席全区文物工作会议，强调要深
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文
化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文物工作、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
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全面
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水平，扎实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
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宁夏回
族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梁
言顺一同调研，自治区主席张雨浦与李
群签署《国家文物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
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新时代宁夏文物事
业高质量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区委常
委、秘书长雷东生，区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李金科参加调研。

李群先后考察西夏王陵、宁夏文物考
古研究所、承天寺塔、宁夏博物馆、水洞沟
考古遗址、明长城灵武段等，详细了解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考古发掘研究与文
物保护、博物馆改革发展、长城保护管理
等情况，看望慰问一线文物工作者。

李群指出，文物是不可再生、不可
替代的宝贵资源，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关于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
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
的工作要求，统筹文物保护和经济社会
发展。要正确处理好文物保护与旅游开
发的关系，突出文物考古研究的基础
性、主导性作用，理顺管理体制，实现高
质量发展。要加强文物价值研究阐释和
展示传播，不断提升博物馆研究教育功
能，讲好中国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要持续加强文博机构和人才队
伍建设，激发文物事业发展活力。

国家文物局有关司室、宁夏回族自
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文物局）、银川市党
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灵武市负责同志参
加调研。 （文宣）

新疆：守护文脉薪火 润“物”掷地有声
本报记者 赵昀

克孜尔石窟，我国现知最早的大型佛教石窟寺
遗址，现有洞窟349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