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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雪域明珠更加灿烂
本报记者 刘修兵 文/图

“十二五”时期，中央累计安排资金

16 亿元，支持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及博

物 馆 建 设 ，比“ 十 一 五 ”时 期 增 长 了

180%。各对口支援省市文物部门累计

落实援藏文物保护资金 1.53 亿元，相比

“十一五”时期，翻了近一番。

目前已确定，“十三五”时期国家支

持西藏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在“十二

五”时期的基础上再翻一番，投入总额

不低于 20 亿元。各对口支援省市文物

部门和相关单位，目前已确定援助项目

111个，援助资金总额达近 2000万元。

“十二五”以来，一大批西藏文物保

护重点工程相继竣工，国家重点文保单

位保存状况良好，省级、市县级文保单

位保存状况大为改善，一般不可移动文

物保护得到加强，西藏文物这一雪域明

珠日益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实施
改善文物保护状况

7 月 27 日，记者来到位于西藏山南

市的桑耶寺采访时，其内的乌孜大殿的

维修工程正在紧张进行着。100 多名藏

族青年男女正在乌孜大殿配殿的屋顶

上打着阿嘎土。阿嘎土是西藏传统建

筑屋顶和地面普遍采用的材料，具有

浓 郁 的 民 族 特 色 。“ 乌 孜 大 殿 被 列 入

2015 年度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

项目，国家共投资 1207 万元对其进行

保 护 维 修 ，维 修 工 程 于 今 年 4 月 开

工。”山南市文物局局长强巴次仁告诉

记者，维修过程全部采用西藏传统的技

术和材料，既保护了文物，又传承了传

统的建筑技艺。

据统计，西藏全区登记的不可移动

文物有 4277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 1处，

历史文化名城 3座，国保单位 55处；全区

馆藏文物近百万件（套）。“这些珍贵文

物，既是西藏文化、西藏经济社会发展

的基础资源、文化资源、战略资源，也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内涵

的有机构成；既是西藏人民和全国人民

一道抵御分裂、维护统一的生动写照，

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西藏人民和全国

人民一道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

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展现。”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对记者表示，要

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安全，

推进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

略高度，深刻认识西藏文物工作在党和

国家大局中的独特作用。

中央地方齐心协力
文物援藏成效显著

在中央的大力支持、各对口支援省

市文物部门和有关单位的援助以及西

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西

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维修项目 5 年累计达

到 130项，创下历史新高，其中 26个文物

保护项目完工，20 个文物保护项目正在

实施，46 处重要史迹和公共文化设施开

工建设。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承担的西藏

哲蚌寺壁画保护修复、大昭寺保护规划

编制及壁画保护修复、白居寺壁画抢救

性保护修复方案设计等工程完工。中

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陕西省文

物保护研究院、敦煌研究院、湖南省博

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 6 家文物保护行

业重点科研基地联合组建的“国家文物

局重点科研基地西藏联合工作站”落地

拉萨，唐卡文物保护、馆藏文物保存环

境监测与控制等一批文物科技保护修

复项目相继启动。北京市援建拉萨的

“数字文保”系统建设，河北、上海、广

东、湖南、重庆、陕西文物部门承担的日

喀则萨迦寺文物保护规划编制项目、日

喀则“江洛康萨”文物保护利用项目、林

芝地区红色遗迹维修保护工程等基本

完工。湖南省对口支持的西藏博物馆

藏品数字保护及数字展示方案得到批

复，罗布林卡可移动文物数字化项目完

成立项。

“‘十三五’期间，国家文物局将重

点支持拉萨古城整体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同时，对 77 处重要文物保护单位进

行保护修缮，对西藏博物馆新馆等 9 座

博 物 馆 进 行 新 建（改 扩 建）或 展 陈 提

升。”刘玉珠表示。

一普成果丰硕
国宝家底渐清

“目前已经登记在册的文物有 10 万

多件，其中 6 万多件是经书典籍，4 万多

件是各类佛像、唐卡、金银器、瓷器、玉

器等文物。截至日前，我们对布达拉宫

殿堂里的基本陈列文物已经登记造册

完毕。”布达拉宫文物管理处副处长贡嘎

扎西告诉记者，此次普查，许多国宝级的

唐卡和珍贵文物都是 40 年来首次查验。

文物普查前，文物登记只有纸质记录，现

在按照文物普查的统一要求，对文物质

地、尺寸、重量、年代等逐一登记，并对每

件文物进行详细拍照记录，这些对布达

拉宫的文物保护起到促进作用。

建于公元 7 世纪的布达拉宫，距今

已经有 1300 多年的历史，相传是藏王松

赞干布为远嫁西藏的唐朝文成公主而

建。曾经这里有多少房间都是一个谜，

而如今，这里的每一件文物，都有了详

细的身份登记和相关数据记录。这项

普查工作正在西藏全区 1300 余处国有

单位进行着。

北京市援建的西藏牦牛博物馆建

成开放；福建省援建的林芝市藏东南文

化遗产博物馆正在施工。“中国西藏唐

卡艺术展”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山西博

物院与西藏博物馆合作举办的“雪域梵

音——西藏佛教艺术展”“唐风晋韵——

山西古代艺术展”，湖南省博物馆与西

藏文物局、民族文化宫联合举办的“佛

光里的神秘西藏展”，吉林—西藏文化

交流周活动，生动展现了西藏精美的文

物、深厚的文化。“这些活动不仅从文化

上拉近了中部城市与边疆地区的距离，

而且极大地丰富了内地博物馆的展陈

内容，也为公众了解西藏历史、文化和

佛教艺术，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西藏自

治区文物局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夯实西藏文物工作基础

7月 30日，由国家文物局主办，西藏

自治区文物局承办的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西藏自治区）管理机构负责人

培训班正式开班。此次培训历时 10 天，

内容涉及文物遗产保护、文物消防安

全、文物建筑的日常保养与维护等，来

自西藏自治区内外文物管理机构的领

导及专家学者为西藏七地市文物系统

和重点文物单位的 80多名学员授课。

“此次培训对于进一步加强西藏文

物系统人才队伍建设，提升文管干部理

论修养、政策水平、业务素质，提高消防

安全管理水平，更好地保护文物和管理

文保单位具有重要意义。”国家文物局

人事司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十二五”期间，国家文物局和北京

市、上海市、辽宁省、浙江省文物局 5年先

后选派 2 批 8 名干部进藏工作。国家文

物局、各对口支援省市文物部门和有关

单位结合重大工程项目和西藏文物保护

队伍的需要，举办文物保护修复、文物安

全防范、工程管理等系列培训；全区文物

系统培训各类管理人才、科技人才、技能

人才达 630多人。正是从人才培养入手，

从根本上解决了西藏文物人才短缺、科

技能力薄弱、管理能力欠缺的问题，进一

步夯实了西藏文物工作的基础。

“举起酒杯喝酒啰，杯中有明江

的柔情，酒里有骆越的豪放……”近

日，往常宁静的小村庄赖江屯突然

热闹了起来，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

日气氛。

“花山岩画成为世界遗产了，能

不兴奋吗？”村民陆焕明喜不自禁，

道出了全村人的心声。

赖江屯是广西宁明县城中镇耀

达村的一个自然屯，坐落在美丽的

明江河畔，处于“左江花山岩画文化

景观”项目的核心区。在赖江屯北

面，一方占地数十亩的荷塘碧叶连

天。荷塘北边则是一仞百丈悬崖，

那里就是“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

38 个岩画点之一的高山岩画。资料

显示，该处高山岩画在离水面 20 米

至 50米的崖壁上，共 99平方米，图像

总数达 404 个，包括人物、铜鼓、羊角

钮钟、环首刀、犬等类型，均为战国

至东汉（公元前 5世纪至公元 2世纪）

时期由壮族先祖所绘。

7 月 15 日是联合国世界遗产大

会票决花山岩画的日子。这一天，

赖江屯的村民们起了个大早。他们

把村前屋后打扫干净，杀鸡宰鸭准

备美味佳肴，换上盛装，翘首等待那

个激动人心的时刻。15 时 20 分，票

决顺利通过。消息传来，聚居着 400

多壮家人的赖江屯沸腾了，唱歌的、

跳舞的、打鼓的、喝酒的……村民们

欣喜若狂，奔走相告。

“这样好日子，我们等了十几年

了。”年过七旬的村民马大爷说，花山

岩画是壮家人心中的神，赖江屯世世

代代祭祀敬仰，倍加保护，而花山申

遗则是村民们期待已久的梦想。

陆焕明曾经担任赖江屯村民小

组长多年，也是全国乡村旅游致富

带头人。为了鼓励村民支持花山岩

画申遗，2014 年，他捐出一处自家的

房子开办村史馆。“村史馆展览的一

个重要部分就是花山岩画，那是我

们壮族先祖留下来的珍贵遗产。”陆

焕明说。

“村民对岩画的保护，起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不可或缺。”长期从事

花山岩画保护和研究的宁明县文物

管理所所长朱秋平说。

7 月 16 日，为了庆祝花山岩画申

遗成功，赖江屯邀请了宁明县的 30

多位歌手齐聚赛歌，全屯 25 位山歌

手也登台一展歌喉，释放激情。

“申遗成功对赖江屯来说是三

喜临门。”当地山歌手、村民黄大叔

掰着指头说，一是壮族先祖留下来

的岩画将得到更好保护；二是在带

动旅游开发的同时，村民也多了发

家致富的机会；三是作为示范村落，

赖江屯将会在政府的支持下，建设

得更美、更好。

贫困户林洪是首批因花山岩画

申遗受惠的村民之一。2014年，宁明

县花山岩画管理局把赖江屯作为文

化扶贫示范村，组织驻村第一书记、

民俗专家、设计师、美术创作者进驻

赖江屯，林洪家则被作为文化扶贫示

范户重点扶持，项目就是把他家的旧

房子改造成“越人歌”乡村歌吧。

“庭院布置、外墙颜色和室内造

型都非常‘OK’。”来参观的游客，都

会对这处乡村歌吧竖起大拇指，称

赞“越人歌”的设计。林洪说，是申

遗和文化扶贫改变了他们一家人的

生活。

“‘越人歌’是讲述先秦时期越

人和楚人交流的故事，符合赖江屯

的骆越古风。”本土民俗专家甘绍耿

说，赖江屯的捣糍粑、五色饭、酿糖

泡酒、土法制糖、对山歌等民俗和农

历“二月十九”、传统观音诞、“三月

三”歌坡节等节庆都极具特色，开发

乡村民俗旅游得天独厚。

目前，除了村史馆、民俗展示场、

“越人歌”乡村歌吧，村里还组建了山

歌队、战鼓队、铜鼓队，有 100 多位村

民参与到这些民俗表演活动中。

《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保护

管理总体规划（2014—2030）》明确，

在全面保护遗产价值的前提下，促

进实现左江花山岩画所在地区的经

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不断提高保护与维护左江花山

岩画文化景观遗产价值的能力。

按照《规划》，当地社区和居民

是左江花山岩画的主体和主人，要

通过多种途径，保证当地社区和居

民积极参与左江花山岩画保护、展

示利用活动的权利，为当地社区和

居民提供提高认识水平、收入水平

的机会。

崇左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副

局长谢小玲表示，目前，广西文物部

门和崇左市正从立法、机构设置、规

划、宣传等方面提升左江花山岩画

文化景观的保护，同步推进保护区

内的旅游设施建设，合理对文化遗

产进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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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入夏以来，湖北部分地区遭受

罕见的洪涝灾害，当地人民解放军和武

警官兵英勇抗洪救灾，使广大人民的生

命和财产安全得到保证。7月 25日，在

武汉市光谷国际广场湖北省阳光慈善

物资中心，武汉卓越书画院通过湖北省

阳光慈善物资中心捐赠了 15 幅书画作

品，向抗洪救灾官兵及军烈属表示慰

问。捐赠书画的艺术家有何同兴、何正

汉、曹雕、刘红权、张光寅、陈海坤、胡电

明。湖北省政协委员、湖北省阳光慈善

物资中心理事长董玉霞出席捐赠仪式，

阳光慈善鲁广艺术馆馆长刘汉昌、湖北

省阳光慈善物资中心宣传部部长杨潇

以及当地媒体代表等 30多人参加。

董玉霞在捐赠仪式上表示，今年湖

北部分地区遭受了罕见的特大暴雨，给

广大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威

胁，广大人民子弟兵和武警官兵不畏艰

险，克服困难，奋斗在抗洪第一线，保障

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在此背景下，

武汉市卓越书画院艺术家向抗洪救灾官

兵及军烈属捐赠书画作品，体现了艺术

家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军民鱼水情，实现

了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对艺术家们

的义举，湖北省阳光慈善物资中心表示

衷心感谢，并一定会把艺术家们的慰问

转达给抗洪官兵及军烈属。武汉市卓越

书画院理事长何同兴表示，大灾面前有

大爱，艺术家们非常钦佩抗洪官兵在自

然灾害面前勇往直前的精神和勇气，此

次捐赠是艺术家们向抗洪官兵和军烈属

表达的一份心意，同时也体现了艺术家

的担当和社会责任感。捐赠仪式结束

后，湖北省阳光慈善物资中心与武汉卓

越书画院达成成立合作共同体的意向，

共同为慈善事业做贡献。

卓越书画院成立3年多，坚持“扎根人

民练内功、脚踏实地建平台”的奋斗目标，

坚持到基层和部队开展书画活动，紧密联

系群众，传播中华优秀书画文化，得到了当

地政府部门、主流媒体和人民群众的肯定。

近日，一男子破坏河北怀来县大

营盘明长城的一段视频在网上热传。

视频中，一男子一边“嘿”“哈”做发功

状，一边手扒脚踹，短短几秒钟内，本

来保存状况堪忧的一段长城在男子的

“发功”下，垛墙石掉了两块，其他部分

也摇摇欲坠，看着让人格外痛心。伴

随着长城垛墙石掉在地上的声音，视

频拍摄者的声音也随之传来，却不是

制止这种行为的规劝，而是笑称：“秦

始皇修点长城不容易，他给破坏……”

长城是 1961 年国务院公布的全国

重点文保单位，1987 年就被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其价值之珍贵不言而喻。

对于破坏珍贵文物的行为，《文物保护

法》、《刑法》中都有相关的处罚规定。

随即怀来县相关部门针对此案件展开

的全力调查，使得该男子浮出水面，并

被处以行政拘留 10 日并罚款 500 元人

民币的惩罚。在接受当地媒体的采访

中，这名男子竟表示，因为那段长城所

在地不是景区，没有售卖门票，所以没

意识到破旧的一段城墙是文物。

该名男子的态度，不禁让笔者想起

去年 8月判决的陕西省宝鸡市周原遗址

盗掘古墓案，其中被判 8 年有期徒刑的

盗墓者在面对媒体采访时，也表达了

“不知道盗墓会判刑，也没见谁被判刑

了，觉得没啥事”的类似想法，再结合那

位拍摄者面对破坏文物行为的戏谑式

的调侃，让人不禁感叹，相比我们五千

年的灿烂文明和丰富珍贵的文物，民众

对文物保护的常识竟是如此的匮乏。

具 体 到 长 城 ，除 了 八 达 岭 、居 庸

关、金山岭等比较有名的景点，有多少

人知道它分布在河北、北京、天津等 15

个省区市，有多少人知道它的总长超

过 2.1万公里，又有多少人知道这 2.1万

公里的长城大部分处于野外？而有多

少破坏文物的行为，又是因为无知导

致的？甚至于还出现了如此“高调”的

破坏文物事件。

这不禁又让人思考一直以来社会

各界所强调的，也被各级文物部门一

直推行的文物保护宣传。笔者以为，

在此，对于此事，不妨再多反思一些问

题，比如其宣传的覆盖面够广吗？方

式到位了吗？对于民众来说，起到文

物知识和文物法普及的效果了吗？如

此等等。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尽如

人意，那么，各级政府部门就应加大文

物保护宣传的范围和力度，因地制宜

地开展一些针对不同群体的文物保护

知识普及活动，并且在宣传中，不但要

普及文物的价值，还要着重宣讲“保

护”和“处罚”。同时，民众也应该增强

文化自觉，自动了解文物知识并参与

到保护文物的行动中来。假以时日，

每个人都能知法、守法、护法，如此，很

多文物破坏的事件将不再发生，长城

保护的形势也将会有很大改观。

“高调”破坏长城暴露文物保护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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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现场一角

▶ 参加活动部分

人员合影。从左到右分

别为武汉市卓越书画院

理事张光寅、王艳，鲁广

购物中心副总经理刘克

家，湖北阳光慈善物质中

心理事长董玉霞，武汉卓

越书画院理事长何同兴、

院长曹雕、常务副院长刘

红权、理事陈海坤。

在布达拉宫，普查工作人员正在测量一幅唐卡的长度。

本报讯 “徒步到月牙泉，赶上

今天敦煌高温，走在空旷的沙漠上，

慢慢开始打蔫。”在网络上，一位亲

身 体 验 了 西 北 大 漠 高 温 的 游 客 表

示。然而，高温却阻挡不了激增的

海内外游客涌向大漠深处“朝圣”敦

煌的决心。

在连续发布几天高温黄色预警

后，敦煌市气象局 7月 29日将预警级

别上调为最高级别的“红色”。而敦

煌各个景区也呈现人流激增的火爆

场景，其中以实施单日 6000 人次游

客量“上限”的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

最为壮观。进入 7 月以来，启动“应

急参观”模式的莫高窟景区几乎天

天爆满，21 日达到今年单日最高客

流；27 日，用于“应急”的 1.2 万张参

观票于当日上午即售罄。

经 历 了 近 日 持 续 庞 大 人 流 的

“重压”，并在保护基础上实施了最

大限度“让步”之后，莫高窟管理机

构开始呼吁，希望能够自由支配时

间的游客避开暑假旅游“超旺季”，

错峰出行参观。敦煌研究院近日发

布的《莫高窟应急参观公告》称，当

前正值莫高窟旅游旺季，来莫高窟

参观的游客远远超出莫高窟单日最

大 承 载 量 。 为 确 保 文 物 及 游 客 安

全，同时最大限度满足游客参观需

求，莫高窟将启动应急参观预案，每

天限额发售 1.2万张参观票应对超大

客流。 （冯志军）

高温难降敦煌旅高温难降敦煌旅游游““热度热度””

莫高窟管理方呼吁错峰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