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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
青海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地域广袤，历史悠久，文物类型多样，文化内涵丰富，资源得天独厚，是坚定文化自

信、建设新青海的深厚支撑。
坐拥不可移动文物6411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1处、省级466处、市县级约1439处；古遗址3788处、古墓葬967

处、古建筑819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524处、石窟寺及石刻99处、其他文物214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个、名
镇1个、名村5个，中国传统村落123家，考古遗址公园1个；登记备案的博物馆、纪念馆共41家（含非国有博物馆10家），可移
动文物数量31万件（69960件套）……青海大地上，历史遗珍和红色遗迹遗物星罗棋布，无声胜有声，永续着千年文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物工作，推动文物事业开创新局面、呈现新气象，文物工作在提升人民生活品
质、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独特作用，全省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迎来全
新发展机遇。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我省深入学习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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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保护为
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守正创新，继往开来，统筹疫情防控和文物事业发展，文物保护利用各
项工作取得新成就、实现新突破。

（本版图文由青海省文物局提供）

今年是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实施“十四五”发展规划的重要一年。

全省文物工作认真贯彻落实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统筹疫

情防控和文物事业发展，统筹协调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城

乡建设、民生改善的关系，健全完善文物保护制度机制，坚守

文物安全底线，扎实推进文物系统性保护利用，持续推进博

物馆公共服务水平，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青海篇章贡献文博力量，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持续推动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保护利用工作。

组织召开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保护利用工作领导小

组第三次会议，印发了《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保护利

用 2022年重点工作分工方案》。

全力推动文物保护项目。对 G227 贵德至大武公路、化

隆至贵德高速公路等项目下达文物保护意见，协调推动羊曲

水电站考古发掘工作，落实青海省文物保护和展陈中心项目

前期资金，积极推进青海省考古标本库房项目（都兰县）建

设。

不断推动博物馆服务提质增效。推荐青海省博物馆、青

海原子城纪念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青藏公路建

设指挥部旧址申报完成国家文物局和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实践教学基地”工作。向国家文物局推荐我省 6 家单位

的 7 个展览参加“第十九届（2021 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

展览精品推介活动”。

……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深厚滋养。”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为我省当前和今后一段

时期的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推动全省文物保护事业高质量发

展，明确了目标、指明了方向。

抓好规划引领，出台实施《全省文物事业发展“十四五”

规划》，围绕国家长城、长征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青海段）建

设，编制公布青海明长城保护规划；推进热水墓群考古遗址

公园申报立项和喇家遗址公园建设，评定挂牌；完成丝绸之

路南亚廊道调查；完成喇家遗址、热水墓群、宗日遗址等考古

阶段性调查发掘报告。提升革命文物阐释水平，把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传承融入城镇建设、乡村振兴、文明创建、产业开发

等领域，推出更多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研学旅行、体验旅游

项目。建设全省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建立全省文物保护专家

库，健全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制度。

持续抓好热水墓群、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囊拉

千户院、宗日遗址等文物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抓紧开展羊

曲水电站、西成铁路等基本建设考古勘探及发掘。全面排查

石窟寺安全隐患，加强石窟寺相关遗存的考古、发掘，实施石

窟寺展陈提质工程。统筹抓好《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

项规划》实施。实施长江流域重点文保和安防工程，启动黄

河流域壁画数字化保护工程。

不断提升博物馆展陈水平和服务效能，出台实施《关于

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开展省级博物馆运行评

估。发挥博物馆联盟作用，推介一批馆校合作示范基地和博

物馆研学游示范项目。积极申报全国十大精品陈列展览。

加快编纂《中国少数民族文物图谱·青海卷》，建设全省藏品

资源数据库，建立文物“身份证”制度，重点实施一批彩陶、纺

织品等珍贵濒危和材质脆弱文物保护修复项目。鼓励省内

博物馆开展跨界合作，建立推广“以需定供”菜单式展览服

务，支持发展“云展览”“云教育”“云课堂”“云直播”等公共文

化服务新业态。

守牢文物安全红线底线，积极推进文物平安工程，完善打击文物犯罪

联合长效工作机制。健全完善文物安全责任体系，落实政府主体责任、文

物行政部门监管责任和管理使用单位直接责任，织牢织密文物安全防护

网。开展全省文物安全隐患整治和安全能力提升、打击文物犯罪、国有文

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等“三大行动”，形成多部门联合开展文物安全监管模

式常态化的新格局。组织实施“文明守望工程”，开展首届“大美青海文物

守望者”评选活动，在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启动文物志愿者队伍建设试点。

利用“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工匠联盟”，促进民间匠人传统技艺的

挖掘、保护与传承。持续以“一带一路中的青海”为主题策划推出精品展

览、数字展览。统筹全省优秀文化遗产资源，主动做好文物宣传策划和新

闻发布，与青海广播电视台合作，推出《昆仑风物》《青海宝藏》等宣传片，

提升青海历史文化、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宣传、阐释、展示传播。

文物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正确指引和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青海文物事业必将在传承

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坚定文化自信中发挥更大作用，必将在奋力谱

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青海篇章中展现更大作为。

2021 年，全省文博系统紧紧围绕中央决策部署

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文物

事业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成效，实现“十四五”

良好开局。

扎实推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有力有序

推进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保护利用，落

实保护修缮资金 9414 万元，实施 8 个保护项目。推

进囊拉千户院保护利用，落实保护修缮、环境整治

资金 2400万元，对文物本体及周边环境进行维修和

综合治理。完成全省 37处革命文物资源田野调查，

公布第一批 18 处省级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765

件套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省博物馆推出百年革

命文物目录展，展示宣传长征精神、抗美援朝精神、

“两路”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新青海精神。

主动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重大战略，完成黄

河流域文物遗存调查和数据库建设，形成《青海省

黄河流域文物资源调查工作报告》，梳理县级以上

文物资源共 1467处。配合开展长城文化公园建设，

明长城大通段成功申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要点

段名单，开展青海省长城资源信息数据管理系统试

点工作。充分运用红色文物资源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革命旧址、博物馆、纪念馆等为党史学习教育提

供优质资源、开展特色服务。开展博物馆进校园、

进社区、进部队、进乡村“四进”活动，开展“党的故

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全国第二届“追寻

先烈足迹”短视频征集展示、全省博物馆纪念馆“红

色故事”展示展播等活动。坚持常态化精准化疫情

防控，通过合理设计参观路线、实名制预约或错峰

参观等方式限时限流，有序调控疏导游客，使疫情

防控、安全管理、开放服务等各项工作安全有序。

文物保护利用的系统性持续提升。完成石窟

寺（含摩崖造像）专项调查工作报告，储备了热水墓

群、喇家遗址、班玛红军沟等一批重点保护项目。

落实各类文物保护资金 3.1 亿元，实施文保项目 53

项。落实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经费 4288 万元。

全年完成中大型基本建设考古调查 15项，调查面积

近 2500 万平方米。出版《中国出土彩陶全集——青

海卷》《热水墓群考古四十年》论文集。都兰热水墓

群 2018 血渭一号墓成功入选 2020 年度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热水墓群和喇家遗址被评为“百年百

大”重要考古发现，并列入国家《大遗址保护利用

“十四五”专项规划》。会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部

门健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管理制度，核定

公布第一批省级历史文化街区。对接“引黄济宁”、

西格铁路、国道 227公路、西宁综合保税区等重大建

设项目，推行“考古前置”，抢救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提质增效。激发博物馆

创新活力，成立由 65 家单位组成的全省博物馆联

盟，在文化旅游节推出独具地域文化特色的八大系

列 1114款文创产品。举办“山宗·水源·路之冲——

一带一路中的青海（深圳展）”，开展 4场主题讲座和

4 场社会教育活动，线上线下受众群体超过 719 万

人次，阅读量达 500万人次。在广东等地举办《唐蕃

古道——七省区精品文物联展》《多元华彩·融合创

新——青海民族民间艺术展》等主题展览。青海藏

医药文化博物馆“丝绸之路与青藏高原文明史展

览”，入选全国 20 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重点推介项目。青

海原子城纪念馆等 6 家革命纪念馆入选《全国革命

纪念馆概览》。省博物馆推出“1+3”主题展览，展出

文物 2405 件，多件文物珍品首次亮相，成为全国十

大热搜展览。

“ 十 三 五 ”期 间 ，是 我 省 文 物 事 业 发 展 投 入

最 多 、发 展 最 快 的 时 期 。 文 物 法 治 建 设 迈 出 新

的步伐，文物保护资金投入实现历史性突破，文

物保护工作成效显著，文物安全工作得到加强，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成 果 丰 硕 ，博 物 馆 社 会 教 育 功 能

不断提升。

五年来，省委省政府更加重视文物工作，2017

年，省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

意见》；2018 年，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等十一个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安全工作的实施意

见》；2019 年，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

青海明长城保护管理的实施意见》；2020 年，省委省

政府出台《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实施方

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青海省文物安全管理办

法》，省委考核办将文物安全工作纳入对市州党政

班子目标考核体系。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

作、社会参与的文物保护体系日趋完善，文物工作

在讲好青海故事、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旅游名

省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五年来，我省共争取落实各类文物保护资金

14.1 亿元，文物保护力度持续加大，抢救性保护与

预防性保护并重、本体保护与周边环境保护并重，

458 项各类文物保护项目有效实施。第一次全国可

移动文物普查圆满完成，共登记国有可移动文物

313793 件（69960 件/套）；6 处不可移动文物被国务

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8 处不可

移动文物被省政府公布为第十批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 ，国 家 级 、省 级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分 别 增 长 13%和

16%。文物安全主体责任逐级压实，多部门齐抓共

管加强文物安全；侦破都兰热水“3·15”古墓盗掘

案、同德宗日古文化遗址盗掘案等 14起文物犯罪案

件，追缴文物 786 件；实施文物安全防护工程 60 余

项，文物安全形势稳中向好。

五年来，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丰硕，服务共建

“一带一路”展现青海文物风采，为讲好青海故事提

供有力支撑。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 8 项，配合

基本建设中文物调查、考古勘探项目 128个，举办公

众 考 古 活 动 13 次 。 都 兰 县 热 水“2018 血 渭 一 号

墓”、乌兰县“泉沟墓葬”完成阶段性考古，“乌兰泉

沟吐蕃时期壁画墓”获 2019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青海省人民政

府共同签订《共建热水墓群考古和文物保护研究基

地框架协议》。丝绸之路南亚廊道青海段文化遗产

调查遗迹 180 处，新发现 33 处。连续两年举办南亚

廊道沿线五省区丝绸之路南亚廊道青海段考古调

查成果论坛。

五年来，博物馆体系进一步优化，全省备案博

物馆、纪念馆总数达 39 家，其中文博系统内国有博

物馆 24 家，列入国家一级博物馆的有 2 家，全省免

费开放的博物馆、纪念馆有 16家。共争取免费开放

经费和展陈补助 17000 万元，着力提升全省博物馆

免费开放工作和展览服务水平。全省博物馆、纪念

馆每年举办展览近 80 个，平均每年观众总数近 270

万人次，其中未成年观众人数 50余万人次。

让青海文物绽放时代光彩
——我省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综述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文物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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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文化自信 讲好青海故事

图图①① 喇家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喇家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图图②② 20212021年绘彩陶主题社教活动年绘彩陶主题社教活动
图图③③ 班玛县牛山岩画调查现场班玛县牛山岩画调查现场
图图④④ 青海历史文物展青海历史文物展———大通上孙家寨汉晋墓出土鸾凤铜熏炉盖—大通上孙家寨汉晋墓出土鸾凤铜熏炉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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