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物信息网 http://www.ccrnews.com.cn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北小街 2号楼 邮编：100007 社长：柳士发 总编辑：李让 总机：(010)84078838 传真：(010)84079560 周二、五出版 零售价：1.8元 印刷：人民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文物局 主管
中国文物报社 主办 2023年11月24日 星期五 总第3204期 今日8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170

邮 局 发 行 代 号:1- 151 国 外 邮 发 代 号:D1064

新华社北京11月 21日电 第三
十二、三十三届中国新闻奖和第十七届
长江韬奋奖颁奖报告会 21 日在京举
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蔡奇会见获奖代表。

上午9时30分，蔡奇来到人民大会
堂北大厅，向获奖代表表示热烈祝贺，
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
李书磊参加会见，出席报告会并讲话。

会议要求，广大新闻工作者要把学
习掌握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必修课，深
刻领会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
内涵和实践要求，自觉贯彻落实到新闻
舆论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努力做有情怀、
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新闻工作者。

会议强调，新闻战线要以强信心为
重点加强正面宣传，用融通中外的新概
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
产党故事和新时代故事，积极运用新技

术新平台新手段推进全媒体传播体系
建设，不断开创新闻舆论工作新局面。

中国记协主席何平在会上致辞。人
民海军报社、工人日报社、人民日报社、
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广播
电视集团、哈尔滨日报社代表先后发
言。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成
员，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中央主
要新闻单位负责同志和新闻工作者代
表等约310人参加会议。

本报讯 11月22日，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
区创建工作现场会在上海召开。文化和旅游部副
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出席会议并讲话，上
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多出席会议并致辞，国家
文物局副局长陆进主持会议并作会议小结。

李群指出，建设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是
党中央、国务院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一项重要
任务，肩负着为新时代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探索新
路子、开辟新局面的重要使命。创建工作三年来，第
一批示范区锐意改革、勇于创新、扎实进取，打造科
学保护典范、形成融合发展示范、树立文物治理标
杆，取得了多方面创建成效。

李群强调，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
在职能定位上应努力争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
阵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先行区”、文物保护
利用改革“试验田”。示范区创建工作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突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突出文物保护利用体制机制改革和
发展思路创新，突出各类文化遗产资源、各方面
优势政策力量系统集成，突出文物工作与经济社
会发展深度融合、双向促进，突出发挥文物资源
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优势作用。要积极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文物保护
利用改革、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人民
美好生活，通力协作出成效，开创文物保护利用

工作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文物新
篇章。

刘多表示，近年来，上海市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深化
改革和创新驱动，高标准推进杨浦生活秀带国家
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工作，开展了一系列文
物保护利用创新实践。下一步，上海将以习近平
文化思想为指引，加强经验交流，借鉴先进案
例，扎实推动上海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文化
强国建设凝聚更强大的精神力量。

会上，上海杨浦、陕西延安、浙江杭州余杭区、
广东潮州等示范区创建地区负责人作经验交流发
言。天津和平区、河北承德、山西晋城、浙江杭州余
杭区、安徽黄山、福建泉州鲤城区、江西景德镇、山
东青岛、河南开封、湖北红安、湖南长沙、广东潮州、
云南大理、甘肃嘉峪关、新疆库车等第二批国家文
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地区负责人汇报创建实施
方案并接受专家评议。北京市、天津市、辽宁省、上
海市、江苏省、浙江省、江西省、山东省、河南省、四
川省、陕西省文物局共同发布《保护传承工业遗产
的上海杨浦联合倡议》。

评议专家，国家文物局相关司室，上海市人民
政府及相关部门，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项
目所在省份文物部门、市、县（区）政府及相关部门
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文宣）

本报讯 11月 22日，上海市文物鉴定研
究中心举行挂牌仪式。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
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
龚正共同揭牌。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陆进、上海
市副市长刘多出席揭牌仪式。

今年 10月，上海市委、市政府批准同意上
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加挂上海市文物鉴定
研究中心牌子，核定事业编制35名，为上海市
文化和旅游局（文物局）下属正处级公益一类
事业单位，主要承担文物鉴定及研究、文物进
出境审核、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研究等职能。

为加强文物鉴定服务能力建设，更加充
分发挥文物鉴定在文物保护利用工作中的
基础支撑作用，国家文物局近年来就构建国
家文物鉴定体系作出一系列部署。上海市文
物鉴定研究中心的挂牌，是贯彻落实国家文
物鉴定体系建设部署要求和深入推进社会文
物管理综合改革试点的重要举措，对加强上
海市文物鉴定机构和人才队伍建设，提升文
物鉴定研究和服务水平，推动上海市文物保
护利用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
长三角地区文物鉴定的重要力量，上海市文

物鉴定研究中心负责文物进出境审核、涉案
文物鉴定评估、文物拍卖标的审核和民间收
藏文物公益鉴定咨询等多项文物鉴定业务。

上海市将以此次挂牌为契机，全面统筹
文物鉴定资源，优化文物鉴定管理，加强文物
鉴定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交流合作，以上海
市文物鉴定研究中心为依托，为打造长三角
区域文物鉴定平台先行先试创造经验。

国家文物局有关司室、上海市文化和旅
游局（文物局）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揭牌仪式。

（文宣）

本报讯 11月21日，“中蒙俄万里茶道申
遗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万里茶道沿线城市市长
论坛”在安徽省黄山市成功举办。国家文物局
副局长关强出席会议并讲话。蒙古国国家文
化遗产中心主任恩赫巴特、国际古迹遗址理
事会蒙古国国家委员会主席乌日图那森、国
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俄罗斯国家委员会副主席
瓦利夫出席会议并发言。安徽省人民政府副
省长孙勇出席会议并致辞。

关强指出，万里茶道文化遗产是中蒙俄
三国和平交往、命运与共的重要见证，是三国
人民民心相通、世代友好的重要见证。加快推
进万里茶道跨国联合申遗领域务实合作，对
中蒙俄睦邻友好、战略协作、合作共赢具有重
要意义。关强介绍了万里茶道中国段文化遗

产研究、保护和申遗前期工作进展情况，以及
中蒙、中俄政府间沟通交流情况。他提议，中
蒙俄三国专业机构巩固并加强合作，推动建
立跨国联合申遗沟通协调机制，共同开展三
国文物资源调查，建立申遗潜力点和城市清
单，统一编制申报文本，持续推进保护修缮、
考古研究、展示阐释等工作，夯实万里茶道文
化遗产保护和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基础。

与会蒙古国、俄罗斯代表在发言中，介绍
了各自万里茶道研究及文化遗产资源情况，
强调了万里茶道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和
重要性，赞赏了中国政府在万里茶道文化遗产
申遗保护方面取得的积极成绩，一致表示愿意
与中国共同开展万里茶道文化遗产保护和联

合申遗工作，并呼吁尽快成立国家和城市层面
的工作协调机制。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万
里茶道文化遗产保护和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的倡议》。会前，关强会见了国际古迹遗址理
事会蒙古国国家委员会、俄罗斯国家委员会
代表。

本次活动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北
省文化和旅游厅、黄山市人民政府主办，万里
茶道联合申遗办、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祁门
县人民政府承办。蒙古国驻满洲里领事馆总
领事钢巴特尔，安徽省人民政府、国家文物局
有关司、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相关同志，受
邀蒙古国、俄罗斯相关专业机构代表，万里茶
道沿线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城市政府及相关
部门代表以及专家学者100余人参会。（文宣）

本报讯 11月 18日至 21日，国家文物局副局
长关强带队赴江西、安徽调研，考察江西省南昌汉
代海昏侯国遗址、大上清宫遗址、上饶集中营旧址、
江西省博物馆、庐山国家公园，安徽省程氏三宅、程
大位故居、宏村古建筑群、西递村古建筑群、中国徽
州文化博物馆等文博单位，会见江西省、安徽省人民
政府负责同志，研究推进、督查文物保护利用工作。

关强指出，江西省、安徽省要深入贯彻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纵深推进《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
改革的若干意见》落实落地，完善配套政策，创新举
措实践，凸显改革成效。要多措并举提升文物保护

单位和博物馆展示阐释水平，加强低级别不可移动
文物保护利用，规范文物保护项目全流程监管，强
化文物资源资产管理成效。要建强省级考古和文物
保护力量，加大人才培育、引进和激励力度，加强市
县文物机构和队伍建设，夯实文物事业发展基础。
要进一步压实文物安全责任，保持对文物违法犯罪
高压态势。要按照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要求，统筹
推进本省普查工作顺利实施。

关强还出席大上清宫遗址公园开园仪式。国家
文物局相关司，江西省、安徽省文物局负责同志参
加调研。 （文宣）

本报讯 11月 20日至 21日，国家文物局在上
海市杨浦区组织开展上海杨浦生活秀带国家文物
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评估工作。评估组实地查看
示范区创建情况、听取工作汇报，评估示范区推动
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等示范
效益，并召开创建工作评估会。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陆进、上海市副市长刘多出席会议并讲话。

陆进强调，“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杨浦滨江时提出
的重要理念。杨浦示范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全面提高文物保护利用水平，推动文物保护利用
更好融入生活、赋能社会、服务人民。要全面深
化改革，完善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协同机
制，坚持全局统筹、全面创新、全民共享，系
统提升文物保护利用效能。要强化科技创新和
人才培养，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搭
建文物多学科交叉平台，建强文物人才队伍。要
进一步提高文物价值阐释和活化利用水平，建设

“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文物资源活化利
用体验区域，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全国带动力的示范品牌和
示范效应。

刘多表示，上海市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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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创建评估反馈意见，狠抓落
实，确保实效，持续巩固提升示范区创建成果。自
觉把文物事业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相融合、
与赓续中华文脉大局相融合、与赋能人民美好生
活大局相融合，推动文物保护利用高质量发展，打
造文化自信自强上海样本。

上海杨浦生活秀带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
开展创建工作三年来，以人民城市理念为指引，以

“全方面摸底、全要素保护、全方位赋能、全周期管
理、全民性参与”为工作路径，科学实施区域文物
资源、工业遗产集中连片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变

“工业锈带”为“生活秀带”，为工业遗产科学保护
利用树立了示范。创建评估结果将综合各方意见、
履行相关程序后公布。

国家文物局相关司，上海市政府相关部门、各
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文宣）

国家文物局召开国家文物保护利用
示范区创建工作现场会

上海市文物鉴定研究中心挂牌

中蒙俄万里茶道申遗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

国家文物局领导调研
江西安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

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上海杨浦生活秀带
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评估工作

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颁奖报告会举行
蔡奇会见获奖代表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11 月 16 日至 20 日，
国家文物局举办学习贯彻全国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会议精神专题研讨班，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国家文物局党组
书记、局长李群出席研讨班并作辅导报告。
国家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关强、陆进、解
冰、罗文利，机关各司室副司长以上领导干
部、各直属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参加集中学习
和交流研讨。

李群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
置，围绕新时代文化建设提出一系列新思想
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
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

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
的历史性飞跃，为推进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提供了科学指引和精神伟力。他强调，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文化
思想和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是全
国文物系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他要求，国
家文物局机关各司室和各直属单位要立即行
动起来，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同深化拓
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主题教育成果结合起来，同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贯通起来，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把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成果转化为
推动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研讨班上，大家畅谈了学习体会和收获。
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标志着我们党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
到了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把加强文物保护利
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
重要内容，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议
明确提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推动文化传承
发展的重要基础”，并把“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作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
一个重要方面，作为文物工作者，备受鼓舞、倍
感振奋。大家一致表示，要进一步增强挺膺担
当、接续奋斗的责任感使命感，保护好、传承
好、利用好老祖宗留下的宝贵历史文化财富，
奋力推动文物工作再上新台阶。 （文宣）

国家文物局举办学习贯彻全国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专题研讨班

天山南北，古城、烽燧、碑铭星罗棋布，丝
路沿线，石窟、佛寺、古墓层出迭见，实证多元
一体格局，拓展边疆考古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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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访“考
古中国”进展，走向新疆历史深处。

探索源流 寻脉史前

近年来，在国家文物局宏观指导下，新疆
主动性考古项目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框
架，充分发挥考古工作在增强中华文化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文化润疆方面
的积极作用，全面阐释新疆在中华文明史研究
中的重要地位。

2018 年，国家文物局支持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文物局）高位推动新疆考
古工作，组织编制、发布《新疆考古工作规划
（2018～2022）》，2023 年指导编制《新疆考古
工作规划（2023～2030）》，协调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
北大学、中山大学等 10余家考古机构和高校
考古力量组团援疆，与新疆文物部门通力合
作、联合攻关。

“围绕‘石器时代考古与研究’‘史前文化
谱系研究’‘国家管理和认同及区域文化研
究’‘丝绸之路交通与保障体系考古研究’‘多
元宗教及其本土化研究’等重大课题，5年来，
新疆共实施考古发掘项目 75 项，涉及 8 个地
（州、市）。”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
究所副所长党志豪介绍，这几年新疆考古发
现成果丰硕。

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曾是新疆考古
的薄弱环节，近几年，在吉木乃县通天洞遗

址，考古发现距今 45000 至 4000 年前后的文
化遗存，初步构建出北疆地区旧石器时代至
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

“这里发现大量来自西方的勒瓦娄哇技
术制作的石器，说明早在那时候东西方文化就
有了接触。”谈到通天洞遗址，该考古队领队
于建军如数家珍，“我们在这里确认，至少在
4400年前，源自我国华北的黍和源自西方的
大小麦在新疆北部相遇，拓展了早期农作物
交流研究的视野。结合国外的考古发现，研
究表明这些黍作物与哈萨克斯坦、伊朗等地
发现的时代较晚的黍作物种属一致。”

这些年，新疆史前考古研究进一步深入。
塔什库尔干县库孜滚遗址的发现，表明

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帕米尔高原生活着早期
人群；哈密市七角井细石器遗址的发现，揭示
了细石器时代人群的交流和迁徙，以及天山
廊道的开拓。

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被初步认定
为伊犁河流域青铜时代晚期最高等级的中
心聚落之一；温泉县呼斯塔遗址的发掘，
揭示了青铜时代以来西天山地区新出现的
牧业族群及其经济形态的存在方式；若羌
县黑山岭遗址研究显示其年代为商周时
期，是我国目前所见最大的绿松石采矿遗
址群，也是新疆目前所见规模最大的古代
矿业遗址。

轮台县奎玉克协海尔古城等早期城址的
发现，为研究新疆绿洲城邦早期发展历史提
供了重要资料，也对理解新疆早期铁器时代
天山南北社会结构演变和逐步纳入统一多民
族国家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更多的观察视角
和研究模式。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一个个考古遗

址的发现与研究，一点点拨开迷雾，新疆史前
考古学文化的面貌日益清晰。

万里同风 多元一体

遥想古代丝绸之路，千百年来，官兵勒马
望烽，百姓相闻于道，商贾经年盈路，学者络
绎不绝。

历史的风烟掠过烽燧、古墓与城池，平沙
万里绝人烟，绚烂丰富的遗存留待我们发现
与释读。

天山南麓，盐水沟河谷长风呼啸，河道虽
已干涸，犹可见大雨时山洪涌流、汹涌急泄的
壮阔气势。

河谷东岸，克孜尔尕哈烽燧历经两千多
年风雨至今巍然屹立。它是汉代中央政府在
西域设置军政系统的见证，也是汉唐时期长
城防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丝绸
之路为主线，以城池为重心，建构烽火台、戍
堡、驿站等设施的军事防御体系，是新疆境内
长城资源的主要特征。

“烽燧是古代军情报警的一种措施，夜间
举火称‘烽’，白天放烟称‘燧’。我们面前的克
孜尔尕哈烽燧建于公元前 2世纪至公元 3世
纪，高约13米，是目前新疆保存最好、年代最早
的古代烽燧。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
的路网’的一个重要遗产点，2014年被列入世
界文化遗产名录。”讲起家乡的历史，库车市龟
兹博物馆馆长马丽丽朗朗上口，她已记不清多
少次向各方来客讲述丝路古道上的往事。

（下转2版）

在 新 疆 读 懂在 新 疆 读 懂““ 考 古 中 国考 古 中 国 ””

本报讯 11月 22日至 23日，国家文物局在苏
州组织开展江苏苏州文物建筑国家文物保护利用
示范区创建评估工作。评估组实地查看创建情况、
听取工作汇报、评估示范区创新示范效益，并召开
创建评估工作会。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陆进，江苏省
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刘小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陆进表示，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是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
革战略部署的重要任务。苏州示范区创建要贯彻落
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担当新的文化使命，延续历史
文脉，提炼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切实做到在保护
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在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
水平方面更进一步。要着眼新形势，处理好保护与
发展的关系，处理好历史与现代的关系，处理好传
承与创新的关系，在积极探索文物工作新经验方面
更进一步。要展现新作为，推进文物资源开放共享，
强化制度建设，培养强有力科研和人才团队，在深
化文物保护利用改革上更进一步。希望苏州以本次

创建评估为契机，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
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为全国文物建筑的保护、
研究、阐释和利用提供“苏州经验”。

刘小涛表示，此次创建评估是对苏州文物保护
利用工作的全面检阅。苏州将按照评估意见，在问
题整改、巩固提升、融合发展上再发力，不断提升文
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自觉把文物
事业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相融合、与赓续中华
文脉大局相融合、与赋能人民美好生活大局相融
合，打造文化自信自强苏州样本。

江苏苏州文物建筑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
创建以来，统筹系统保护、深入价值挖掘、加强有效
利用、积极改革创新，探索出政府主导、国资引领、部
门协同、社会参与的文物建筑保护利用模式。创建评
估结果将综合各方意见、履行相关程序后公布。

评估组专家，国家文物局相关司、江苏省文化
和旅游厅、江苏省文物局、苏州市人民政府及相关
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文宣）

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江苏苏州文物建筑
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评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