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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降大雨，县级、
登记文物受损更为严重

10月2日至7日，山西各地连
降大雨，给不少文物带来较大损
害。据山西省文物局统计数据，截
至 10月 10日，山西 1783 处不可
移动文物不同程度出现屋顶漏雨、
墙体开裂坍塌、地基塌陷、建筑倒
塌等诸多险情。其中包括国家级文
保单位，如平遥古城、关帝庙。

不过，受损文保单位中，市县
级文物保护单位661处、尚未核定
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
文物803处，占比超过了八成，受
损程度也相对严重许多。“总体而
言，重点保护的文物本体建筑由于
日常管护到位、应急处置得当，险
情较轻，主要险情表现为屋面小面
积渗漏或周边护坡岩体、地基等出
现滑坡。”山西省文物局文物保护
处处长白雪冰介绍：“数量更多的
县级、登记文物，险情则更加严重，
直接表现为文物本体墙体坍塌、梁
架倾倒等。”

山西的文物保护结构如同一
座“金字塔”，5万多处不可移动文
物中，“塔尖”是531处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779处省保单位，市
级、县级和登记文物则占据了剩下
的绝大多数。而从这次暴雨中文保
单位受损的数量、程度上看，却呈

现“倒金字塔”结构，处于金字塔
“塔底”的低保护级别文物，受损更
为严重。

◇ 家底丰厚，数量庞
大的低级别文物亟须保护

低级别并不意味着文物价值
低。山西省三晋文化研究会金石研
究院研究员刘勇介绍：“山西的低
级别文物，一是数量大，5万多处
不可移动文物中，低级别文物占据
绝大多数，应受关注；二是价值高，
由于山西文物‘家底丰厚’，很多县
级文保单位虽然有很高的文物价
值，也只能‘屈尊’于低级别文物。”

山西的古建筑占据了不可移
动文物的一半以上。“元代及元代
以前的古建筑，全国估计有600多
座，山西占据了 80%以上。这其
中，山西元代以前的古建筑大部分
都已列入国保单位，但据估计，在
山西仍有几十座元代及元代以前
的早期古建筑，还处于县级或登记
文物的范围。”刘勇说。

这些低级别古建文物多处于
日常保护不足的状态，经受风雨等
自然侵袭，有加速损毁、消失的趋
势。全国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
结果显示，20年间山西有2740处
不可移动文物消失。

11月3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副部

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强调，不
仅要守护好、保护好一些级别高的
文物，像国保单位、省保单位，同
时，要持续改善低级别文物的保存
现状，主要是市县以下，甚至未登
记的文物，也要持续地改善他们的
保存状况。国家文物局印发《关于
加强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
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的通
知》称，对于未登记文物，县级文物
行政部门及时登记公布，设立保护
标志。

◇ 精准施策，引导文
保资金下探、倾斜

数据显示，“十三五”时期以
来，中央和山西省级财政用于古建
筑类文物保护单位的维修和抢险
保护资金达10.6 亿元。虽然文物
保护经费连年增长，但对山西2万
多处古建筑文物而言，颇有杯水车
薪之感。

“山西的文保资金一直在下
探、聚焦和倾斜。”白雪冰介绍，从
2017年开始，为了让低级别文物
得到更好保护，山西推出“文物认
养”，鼓励企业“认养”文物及适度
利用，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低保护级
别文物保护，目前全省累计认领认
养文物古建筑 295 处。有学者建
议，可以在扩大认养种类、降低认
养门槛上做文章，激活社会各界及

文物爱好者的认养积极性。
山西还以“保护优先、合理利

用”为原则，制定出台了传统村落
保护条例。条例鼓励通过发展文旅
等方式，对传统古村落进行合理利
用，形成保护与发展的良性循环。

由于山西低级别文物数量多、
价值参差不齐的特殊性，有专家建
议，将“分级保护”与“抢险救急清
单”结合起来。

创新文物保护的方式、方法，
山西云冈石窟的数字化保护走在
前列。山西省云冈石窟研究院数字
化室主任宁波介绍：“数字化保护，
将对石窟类、建筑类文物长远的精
准保护起到作用。我们正在通过对
山西各地的文物进行数字化建模，
形成文物数据库，便于随时对发生

‘意外’的文物进行精准复原，也便
于通过3D打印技术，让更多不可
移动文物‘动’起来，帮助文物活起
来、火起来。”

而针对此次降雨对古建筑的
损害，北方文物的排水问题需格
外关注。李群表示，因为这次降雨
主要是在北方少雨地区，以往这
些地方的文物得以比较好的保
护，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气候干
燥，近年来这些区域降雨明显增
多，在“十四五”期间要加强科技
在防灾方面的应用，找到文物防
灾的“密码”。

（《人民日报》刘鑫焱乔栋）

部分低级别文物因持续大雨受损，山西省积极探索解决之道——

为文物古建“遮风挡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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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文物蕴含的中华文化基

因得到更好挖掘阐释，革命

文物保护管理运用体系基本

健全……前不久印发的《“十

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全

面加强文物保护研究利用，并

作出相关部署，将有力推动我

国实现从文物资源大国向文

物保护利用强国的历史性

跨越。

中华大地上灿若星辰的

文物资源，是承载灿烂文明、

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

的重要载体。据统计，我国目

前有不可移动文物76.7万处、

国有可移动文物 1.08 亿件/

套。守护并利用好这些文物资

源，意义重大，责任重大。“十

三五”时期，我国文物保存状

况持续改善，文物领域科学研

究和技术创新取得重要进展，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全面加强，

文物活化利用不断深入，文物

保护的社会共识逐渐加深，文

物保护法律制度日臻完善。在

此基础上，此次印发的《规划》

从多个层面入手，进一步探索

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

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

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

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

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

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当前，

文物活化利用不断深入，激发

出历史文物资源的生命力。

“十三五”时期，全国博物馆每

年举办展览2万多个，文物主

题节目《如果国宝会说话》《国

家宝藏》等广受欢迎，世界文

化遗产地年接待游客超3亿人

次，文创产品引领“国潮”消费

新时尚……让文物“活起来”，

推动了文物保护常识的普及

和文物保护意识的提升。根据

此次印发的《规划》，“十四五”

时期，全国备案博物馆数量预

计达到6500家，年举办陈列展

览数量预计达到3万个，年观

众人数预计达到 14 亿人次。

“文物热”“博物馆热”“文创

热”等将呈现更加多样的形

态，以文物为主题的研学和旅

游将给人们带来更好的体验。

随着《规划》的实施，我国

文物科研和文物科技创新也

将迎来新发展。“十三五”时

期，我国重大考古发现不断，

考古科研成果丰硕，4260项考

古发掘项目有序开展，浙江良

渚、陕西石峁等一批重要遗址

实证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海

昏侯墓等发掘保护备受关注。

根据《规划》，“十四五”时期，

考古和文物保护领域的基础

研究、跨学科研究、关键共性

技术攻关等都将得到加强。文

物机构数量预计将达到1.22

万个，考古从业人员数量预计

达到1万人，同时将持续加强

基层文物保护研究队伍建设，

文物机构从业人员预计将达

19.5万人，从而更好解决基层

文物单位人手短缺等问题。

文物不仅属于我们当代

人，也属于子孙后代，是激发

民族自豪感、增强文化自信、

凝聚起爱国奋进力量的重要

源泉。努力实现从文物资源大

国到文物保护利用强国的历

史性跨越，文物事业必将为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共

筑中国梦磅礴力量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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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冬天，我就想起母亲腌
的洋姜，那味道沁人心脾，让人久
久不能忘怀。

洋姜学名菊芋，又叫菊姜、鬼
子姜，属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原
产于北美洲，十七世纪经欧洲传
入中国，因为样子和生姜差不多，
又是外来品种，所以叫洋姜。

洋姜，可单独食用，当然最好
不要生吃，煮熟或者熬粥比较好。
比较受大家欢迎的吃法还是把洋
姜腌制，这样处理后的洋姜脆嫩
可口，是我最爱的食材。

过去，农村人都有做腌菜的
习惯，到了秋冬，家家户户把萝
卜、白菜或洋姜挖回来腌制。那

时每年收获的蔬菜品种少，农户
除吃应季蔬菜外，一般都会吃
腌菜。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吃母亲
腌的洋姜。母亲腌制洋姜时，会先
把洋姜洗净、切片，待晒干后放上
盐、糖搅拌均匀，再装坛腌上十天
半个月即可食用。吃的时候，打开
盖，夹一碗的量出来，放在大锅里
炒一下，一碟又脆又甜又香的洋
姜就出锅了，咸甜适中，是一道上
好的下饭菜。那时候，母亲每年都
要腌一大坛子洋姜。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上
高中，每周六下午回家，第二天
下午到校时背一小布袋米和两

罐头腌菜。有时，母亲会在我书
包里多塞一罐头洋姜，让我分给
同学们吃。吃过母亲腌制的洋姜
后，同学们个个竖起大拇指，直
说好吃。

如今，农村很少有人自己种
洋姜了，要吃洋姜，就到市场上
去买，买回来的洋姜几乎是用辣
椒腌制的，没有了记忆中的香甜
味道。我好想吃母亲腌的洋姜，
那 是 乡 村 的 味 道 、母 亲 爱 的
味道。

洋姜的味道
熊自洲

余晖余晖 叶笙叶笙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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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文物局
发布《文物行政执法公
示办法（试行）》《文物行
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办法
（试行）》《重大文物行政
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
（试行）》（简称“三项制
度”），严格规范文物行
政执法行为，进一步提
升文物行政执法能力和
水平。

具体而言，关于文
物行政执法公示，主要
按照“谁执法谁公示”的
原则，从强化事前公开、
规范事中公示、加强事
后公开等3个方面，对文
物行政执法机关主动公
开行政执法信息的各项
内容作了明确规定。

关于文物行政执法
全过程记录，主要从完
善文字记录、规范音像
记录、严格记录归档、发
挥记录作用等4个方面，对文物行
政执法机关开展执法全过程记录，
并全面系统归档保存等作了详细
规定。

关于重大文物行政执法决定
法制审核，主要从明确审核机构、
审核范围、审核内容、审核责任等4
个方面，规定了文物行政执法机关
对重大文物执法决定进行法制审
核的具体程序和要求。

（《人民日报海外版》赵晓霞）

山西历史悠久，是
我国的文物大省，不可
移动文物在册登记数
量为 53875 处。其中古
建筑有 28027 处，约占
不可移动文物的 52%，
时代序列完整、品类众
多、形制齐全。除了古
建筑之外，山西的石刻
文物、遗址类文物虽关
注度较小，但同样具有
较高的文物价值。

不过，山西遗存的
不可移动文物多暴露
于室外环境，更易受到
风霜雨雪等自然气候
的侵蚀，给文物保护带
来不小挑战。今年10月
上 旬 ，持 续 高 强 度 降
雨，给这些久居户外的
不可移动文物带来冲
击和损伤，更使山西不
可移动文物，尤其是古
建筑的保护引起关注。

吉林中部发现
多处夫余时期遗存

新华社长春11月21日电（记
者 张博宇）记者从吉林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了解到，考古人员在位于
吉林省吉林市的永安遗址发现多
处夫余时期遗存，其中部分房址进
一步复原了夫余人的生活场景。

据永安遗址考古队领队王聪
介绍，永安遗址位于吉林市丰满区
江南乡永安村二队，松花江东岸，
与吉林市城区隔江相望。自2018
年初步发现该遗址，考古人员迄今
对其挖掘面积已达1000平方米。

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土夫余、高
句丽、渤海等多个时期的遗存，既
发现花纹砖、瓦等建筑构件及罐、
盆等陶器残片，还发现两处房址及
一处水井遗迹。

“水井的发现可以证明至迟不
晚于渤海时期，该区域内居住的先
民已拥有打井技术和使用水井的
历史。”王聪介绍。考古工作者通过
对水井的发掘还原了这一历史时
期的打井技术：当时的居民先挖掘
深坑，至水层后，用木方垒起井壁，
井壁外填土，直达地面。“挖掘出的
井深已有7米。”王聪说。

“夫余国”是公元前2世纪至
公元494年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
少数民族政权。王聪表示，夫余房
址在以往夫余遗址发掘中并不多
见，夫余时期两处房址的发现可以
证明永安遗址为一处夫余时期的
居住址，这也为进一步复原夫余人
的生活场景和研究周边同时期遗
存的性质提供了新的材料。

2021年向全国老年人
推荐优秀出版物活动启动

为推动新时代老年人文化教
育工作，不断满足老年人多样化、
个性化的阅读需求，全国老龄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中国老龄协会、中
国出版协会近日发出通知，启动
2021年向全国老年人推荐优秀出
版物活动。

通知要求，出版单位申报的出
版物内容可涉及老年人生活的医、
食、住、用、行、娱等方面，形式上应
便于老年人阅读，鼓励大字号本及
配有音视频的图书参与申报。申报
出版物应贴近老年人生活，符合老
年人阅读特点和需求，有利于引导
老年人树立积极老龄观，有利于倡
导老年人终身学习、奉献社会、自
尊自爱的时代风尚。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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