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物承載燦爛文明、傳承前史文明、維系民族精力，生動詮釋著中華民族文明自傲的底氣與

見識。文物是文明傳承開展的重要依托，亦是滋補文明傳承開展，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深沈

根基。 　

　　多年來，文物工作者始終堅持維護第一，不斷加大文物維護力度，賡續前史文脈。文物維護

法修改積極推進， 水下文物維護管理條例修訂施行，全國疆土空間規劃大綱強化文物維護空間管

控要求。建立全國省級文物維護單位名錄，完結全國石窟寺、長征遺址、黃河文物等專項調查，

公布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錄，國家前史文明名城增至 141 座，公布第六批我國傳統村落

1336 個。我國國際遺產總數達 56 項，長城、大運河維護管理獲得國際社會好評。「十四五」以

來安排施行 1500 余項全國要點文物維護單位文物維護。長城、大運河、絲綢之路文明遺產、石窟

寺以及前史文明名城、傳統村落等得到有用維護，長江三峽文物、西藏要點文物、山西南部早期

修建、承德避暑山莊及周圍寺廟、延安革新舊址群等重大文物維護工程相繼竣工。孔府檔案、戰

國楚簡等 6.2 萬件（套）收藏珍貴文物和出土文物得到修復，博物館標準化倉庫建設基本完結，

出臺施行廊橋維護三年行動計劃，有用改進重要文物保存情況。多部門聯合出臺涉文物犯罪法令

適用意見，協同推進沖擊防範文物犯罪專項工作，文物行政執法製度、火災風險防範指南落地見

效，文物安全主體職責進一步壓實，謹防、嚴管、嚴打、嚴治長效機製進一步健全，全社會文物

維護意識進一步增強。 　　

整体环境治理水平精准应对重污染天气推动健康绿色发展

　　文物維護要靠科技。文物範疇對現代科技的集成使用和跨界交融才能明顯提高，古代巖畫維

護、陶質彩繪文物維護、飽水漆木器維護、收藏文物保存環境監測等範疇技術水平進入國際第一



梯隊。收藏文物智能展櫃、考古開掘方艙、考古現場移動實驗室等專有配備達到國際領先水平。

我國文物雲建設工程加強文物數據資源跨地區、跨層級統籌管理、全民同享，「數字敦煌·開放

素材庫」公布 19 類巖畫專題 6500 余份素材供全社會免費使用。文物科技立異才能「全鏈條」提

高 ， 為 文 物 工 作 高 質 量 開 展 賦 力 、 賦 能 、 賦 彩 。

　　積跬步至千裏。經過多年盡力，文物保存現狀得到底子改變，分布廣泛而又類型豐富的文物

資源，詮釋著內容豐富、氣韻生動的我國精力，構築起連綿中華民族前史、直通民族復興進程、

賡續民族精力血脈的精力譜系，為文明傳承開展供給深沈滋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