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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安全是文物保护的红线、底线和
生命线。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物
局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
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转变
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努力克服财政
困难，从加强看护、修缮保护、安保监控等

“小切口”文保工作入手，不断探索新思
路、新举措，有力推动低级别文物保护。

全覆盖开展摸排，做到低级别文物
“底数清”。结合文山州低级别文物数量众
多、分布广泛、基层保护管理力量薄弱，日
常维护不到位的实际情况，文山州文物局
坚持每月检查、季度巡查，深入一线开展
全覆盖摸底排查，掌握低级别文物保护单
位基本情况，全面梳理全州低级别不可移
动文物数量，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目前，
文山州共有 440处不可移动文物，其中州
级文保单位 61 处（63 项）、县（市）级文保单位 84
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278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
物共有423处，占比96.1%。

整合资源资金，配齐文物巡护“好管家”。
文山州对低级别文物巡护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对全州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实现专人负责巡查
看护全覆盖。一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通过聘
用专人巡察看护，目前已聘用 26 名文物管理
员，负责 29 个低级别文保单位的巡查看护；二
是针对一些财政困难条件不够的地方，积极转
变工作思路，与多部门沟通协调，将管理力量
不足的不可移动文物巡查看护工作，纳入护林
员、乡村公益性岗位等职责范围。如文山市德厚

镇、秉烈乡、马塘镇、小街镇、追栗街镇等乡镇
辖区内低级别文物，通过与乡镇护林员签订协
议，由护林员对辖区内低级别文物防火、防灾、

“两线”地带内的文物安全进行巡护。目前文山
州有生态护林员 19046人，可实现低级别不可移
动文物日常安全巡查监管全覆盖。马关县则通过
拓展乡村公益性岗位职责，对阿雅古城遗址、大
坟包、九龙口仙人洞等低级别文物进行每月巡
护，确保文物环境整洁、风险隐患早发现早报
告，保障文物安全。

文物勘探资金反哺，寻觅文物修缮“活水
源”。文山州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数量多、类
型多样、分布零散、保存状况不佳，但文物安

全工作不容有失。在保护资金不充
裕的情况下，文山州思变求变，全州
文物业务管理部门加强日常巡查，
建立起低级别文物安全隐患清单，
并根据清单建立的文物安全隐患风
险等级，对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进
行相应的维护修缮，将每一分资金
都 用 在 刀 刃 上 。 2021 年 以 来 ，文 山
州共投入财政资金 103 万元对全州 6
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进行抢救性
修缮，并一一配备文物消防设施。

安装实时监控，让文物拥有“千
里眼”。文山州麻栗坡县地处中越边
境，所辖区域中多数不可移动文物位
置偏远且难以 管 理 ，加 之 部 分 群 众
文物保护意识不强，专业管护力量
不足。今年，麻栗坡县投入财政资金

20 万元对小河洞遗址、岩腊山岩画等 15 处不
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监控安装，实现全
天候、多方位监管，打造人员定期巡护、物防
技防双管齐下的综合管理格局，实现“事前有
预警、事中有处置、事后有取证”的监管机制，
防范文物安全事故发生。如县级文物保护单
位——城寨杆栏式建筑群，因其建筑独具民
族特色且木结构易燃，为更好地保存民族文化
特色，麻栗坡县为建筑群内组建安装了 1 个微
型消防站、5 个消防水池和 8 个监控摄像头，并
为 176 栋特色民居建筑配置了悬挂式干粉灭
火器和便携式干粉灭火器，保护传统民居建
筑，防患于未然。

思变求变，文山州以“小切口”
有力推动低级别文物保护

陆永强

12月 4 日，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湖北省
文物局）、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考古专委会、
荆门市文化和旅游局、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管
委会等单位，组织国内考古专家在屈家岭遗址
召开考古工作现场会。会上发布了屈家岭遗址
考古最新收获，其中包括发现距今 5000 年史
前水利系统、屈家岭文化大型建筑等。相关发
现进一步揭示屈家岭是长江中游文明起源的重
要实证地。

屈家岭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陶洋在作专题
汇报时称，屈家岭遗址考古队会同航测、年代
学、环境考古等领域专家，对遗址进行了系统
勘探和多地点解剖，新发现了熊家岭、郑畈等
多处史前水利系统。其中，熊家岭水坝位于遗址
群东北部，坐落于青木垱河东西向支流的河道
上，土筑而成，连接南北两端山体，以拦蓄水资
源。现存坝顶高约 2 米、宽约 13 米，坝底宽约 27
米，南北长约 180 米。熊家岭水坝分为早晚两
期，晚期坝在早期坝的基础上加高加宽扩建而
成。早晚两期坝体的各层堆积中，绝大多数都
掺 有 禾 本 科 植 物 根 茎 ， 应 属 原 始 “ 加 筋 工
艺”；存在“草裹泥”痕迹，与现代营建堤坝使
用草袋装土类似。水稻等出土物及碳十四等测年
数据显示，晚期坝的年代距今约 4900 年至 4800
年，早期坝的年代距今约 5100年至 4900年。

熊家岭水利系统除水坝外，还包括蓄水
区、灌溉区和溢洪道等构成要素。水坝东侧为
蓄水区，与自然岗地合拢面积约 19 万平方米；
西侧为灌溉区，约 8.5万平方米，植物考古显示
该区域存在史前稻田。溢洪道位于蓄水区的北
部缺口处，入口宽约 26米，出口北抵青木垱河
中上游，呈南高北低的走势，体现了“因地制
宜”的科学建设理念。

5000 年前，如此大规模的公共工程，需要
多少人力、花费多少时间来营建？目前这个问
题还无法回答。诚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
教授秦岭所言，“我们可以借鉴良渚水坝已有的
考古工作经验，进一步讨论水坝体量大小、营
建方式和用工量。郑畈水坝长 580 米，坝底宽
仅 10米，首先要搞清水坝能够支撑的库容量和
蓄水量，从而讨论其工程量并进行比较研究。
其次，有蓄水和灌溉范围远远不够，要对水坝
的功能性进行讨论。这里和长江下游情况不一
样，良渚因地处湿地，其水坝最初目的是为了
交通运输。此外，还要关注水坝营建与聚落兴
衰变迁和发展过程的对比关系。”秦岭说道。

除了水利系统外，最新揭露的还有一处屈
家岭文化大型建筑 F38。“F38 建筑平面呈东北
至西南向曲尺状，自北向南分为四间。主体面
积 340 平方米，外围设施现存面积约 170 平方
米。发现了黄土台基和众多规模庞大、建造工
艺考究的‘磉墩’，可以说是迄今发现的磉墩最
早形态。推测 F38 为一处公共礼制性建筑。磉
墩营建流程大致为先挖走预设磉墩区域的原有
软基层，然后在高低不平的起建面上堆筑纯黄
土台基，锚定布设点位后在台基上挖深坑，再
烧烤坑壁形成硬结面，后用红烧土混合黏土及
零星猪骨填满深坑形成。”陶洋介绍。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怡涛表示，
江汉平原同时期建筑都有很强的共性，此次发
现丰富了该地区的建筑类型。F38 内磉墩的发
现，证明其是使用柱梁承重的木构建筑，栽柱
时发现柱脚易损坏，将柱洞进行硬化从而减少
损毁，也是为了适应复杂地形环境尝试的一种
创新。该遗址的发现加深了我们对史前木构建

筑技术演进的认识，填补了中国建筑史的空
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近八年的发掘，能把整体轮廓、聚落演
变、遗址规模等问题基本厘清，尽管每一项发
现仍有诸多需深究的细节。但其收获为今后屈
家岭考古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北京大
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在专家现场会总结中
对屈家岭遗址的发掘工作进行了肯定。赵辉指
出，做一个问题和地段就要做深做透，比如将
遗址建筑区全部揭开，厘清其四至范围和规
模，大小房址分别有几座；一片墓地做全，就

要弄清大小墓葬数量、如何排列及下葬顺序，
才能了解其社会组织结构。

屈家岭遗址是屈家岭文化的发现地和命名
地，位于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地处大
洪山南麓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是实证长江
中游文明起源的重要大遗址。该遗址是以屈家
岭为核心，包括殷家岭、钟家岭、冢子坝和杨
湾等十余处遗址为一体的新石器时代大型遗址
群，曾先后经历 1955 年、1956 年至 1957 年、
1989 年三次考古发掘，2015 年至今，湖北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在此持续开展考古工作。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是宝贵的不
可再生资源，讲述着城市的变迁，承载
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文化。近年来，着
眼于文物保护，留住城市根脉，浙江宁
波市江北区积极作为，建立健全文物
保护与活化利用体系，在顶层设计、审
批服务、基层管理、资源统计等方面，
全方位打通文物保护环节，优化文物
保护和活化环境。

明确责任，稳步落实文物保护

从私拉电线、杂物堆积到如今场
地干净整洁、管线整齐明了、各类消防
设备到位，过去 1年间，江北区多个文
物保护单位的变化让当地市民连连
称赞。

在江北区208平方公里的区域中，
共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184 处 243 个
点，其中90余个为民居类文保点，有些
已有百年历史，分布在全区各街道
（镇）。2022年，江北区不断完善文物保
护体制机制，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
通过层层强化责任传导，明确整改责
任和时限要求，全力推动将反馈问题
整改到位、彻底。

为了进一步提升文物保护工作，
在江北区文物工作会议上，8 个街道
（镇）签订了《文物保护安全责任书》。
同时，江北区出台了一系列文件，进一
步厘清文保的权属关系及各层级的责
权边界，实现文物保护工作闭环管理。
联合属地开展网格化管理，并专门制
作了责任公示牌；区文保所仅6名工作
人员，因此发展更多义务文保员加入；
出台了《江北区文物消防安全联合督
导检查实施办法》等文件，在区文管
所、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队常态化巡
查之外，明确区文物管理部门联合消
防部门每季度开展一次安全检查，责
任文保员对管辖文物每月开展一次安
全巡查；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全区
各级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动态排查评
估，发现问题及时抄告属地和责任人。

今年，江北区文旅部门联合区消
防救援大队等相关部门，开展全区文
物保护单位安全隐患排查。在对全区
40处71个点位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排
查中，发现了10余个安全隐患，现已全
部完成整改；对私拉乱接电气线路现
象进行了集中整治，完成姚家村、童家
村等4个村的电气线路的更换保护；在
部分人员聚集的民居类文保场所，设
置电瓶车集中智能充电场所；对慈城
孔庙等古建筑实施的消防整治工程，
计划年内完成；慈城镇启动彭山塔消
防安全整治提升工程。

多措并举，细致开展文保工作

近年来，江北区文化广电旅游局
深入贯彻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
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
求，开展了一系列有效的文物保护工
作。先后出台《江北区文化遗产保护委
员会工作制度》《江北区房屋征收（拆
迁）地块文物建筑、历史建筑保护管理
办法》等十余个制度措施，明确职责和
分工，有效解决文物保护中责任区分
难、资金保障难、工作协调难等难点痛
点问题。增挂了“江北区文物局”牌子，
并调整设立文物保护与博物馆科，加
强对文物工作的管理与指导。同时加
强文保队伍建设，每年组织基层文物
干部、责任文保员开展专业技能培训，

不断提高文物安全工作能力。
连续3年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运

用先进技术，组建文物数字化智慧平
台，对全区文物建筑实施不间断动态
监测，根据文物建筑状态及时向有关
单位发出预警，并督促街道（镇）和管
理使用人进行修缮，同时形成专业评
估报告，为江北区后续开展文物修缮
工作提供技术依据。同时，还筹措各级
资金，为文物建筑修缮提供坚实保障。
根据《江北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试行）》，江北区政府计
划安排财政资金1000万元，用于近3年
的文物建筑修缮工作，目前已启动唐
弢故居、中书第等 5个项目工程建设。
在积极争取上级资金的同时，江北区
文化广电旅游局每年下拨35万元安全
资金，全部用于各街镇文物应急维修
等保护工作。

江北区政府将文物工作作为重点
列入各部门、各街镇的年度考核指标，
各街镇把文物工作作为重要议程列入
党工委和办公会。街镇也尽所能安排
经费用于建筑类文物的排危、解危和
修缮工作。近两年，江北区各街镇、社
区、村、企业自筹资金开展电线套管、
加固解危、修缮等文保工程34个。如外
滩街道启动德记巷养护工程；庄桥街
道完成邵荃麟故居、童家砖雕台门的
修缮工程；慈城镇计划开展半浦村、古
县城西片区文保建筑保护修缮工作，
目前部分古建筑群修缮工程已开工；
区 开 投 公 司 已 启 动 普 迪 小 学 修 缮
工程。

深挖内涵，做好文物活化利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
大精深，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文物
活化利用既可以更好地保护文物，又
可以让文物“活”起来，以一定的展现
形式重新回到当代人们的生活中，传
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民族
文化自信。

为了让文物背后的故事以更加真
实可感的模样融入群众生活，江北区
大力开展历史文化研究，扎实开展文
化基因解码和文化基础调查工作，摸
清文化家底，构建文化基因库，完成了
20 项重点文化元素基因解码报告。同
时，加强与高等院校合作，逐步推进全
区文物建筑的历史文化信息深度挖
掘，开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课题研究，
助推文旅融合发展。

为了让文物保护知识被更多人知
晓，增强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江北区
连续两年承办“同一条河”杭甬对话活
动、开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线上线
下活动，并通过文旅微信公众号、视频
号以及江北发布等媒介加强宣传；以

“老房子 老人家”为主题，走进老房
子，开展文物建筑消防安全知识小课
堂系列活动。

此外，在“先考古、后用地”制度的
保障下，江北区还积极与国家、浙江省
文物部门协调沟通，尽量缩短重要工
程项目审批周期，为项目的顺利推进
提供保障。近年来，江北区先后协调完
成了通苏嘉甬铁路项目、杭州湾引水
工程、城市地铁建设项目等 10 余项重
大工程的审批工作，以及冯定纪念馆、
周信芳戏剧艺术馆、慈城美术馆、抱珠
楼等 18 个文化展示项目的审批工作，
为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助力。
（宁波市江北区文化广电旅游局/供稿）

湖北屈家岭遗址发现距今5100年史前水利
系统和大型建筑，再现先民治水筑造智慧

张小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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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行走大运河”公益研学活动

开展“老房子 老人家”文物建筑消防安全知识小课堂活动

文山市小西门城楼修缮中

F38正射影像图

郑畈水坝剖面清理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