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何文娟报道 10月26日
至 27日，河南宜阳苏羊遗址考古发掘与
保护专家咨询会在洛阳市召开。来自多家
考古科研机构和院校的专家学者实地考
察考古发掘现场和出土文物，听取考古
队工作人员介绍发掘情况，并进行了现
场交流。

苏羊遗址位于洛阳市宜阳县张坞镇
苏羊村西部、下村南部，遗址坐落于洛河
南岸的二级、三级阶地上，北临洛河，南望
熊耳山，面积60多万平方米，2020年被列
入“考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
究”重大项目。依托该项目，洛阳市考古研
究院联合西北大学、北京大学于 2021-
2023年开展考古工作，通过系统调查、勘
探和发掘，在遗址区发现了人工环壕、生
活区、墓葬区、湖沼等重要遗迹现象。

“苏羊古聚落延续时间从仰韶文化早

期一直到龙山文化晚期，并且含有大溪、
大汶口、红山、屈家岭等文化因素，对研究
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复杂化进
程、不同区域之间文化交流碰撞具有重大
学术价值。”与会专家对苏羊遗址的重要
性、既有的考古工作及其成果给予高度肯
定，围绕苏羊遗址的内涵与价值、后续发
掘、研究、保护及利用进行了深入讨论，并
就进一步探明聚落的布局结构、功能分区
及不同时期聚落范围及其演变规律等给
出切实的意见和建议。

洛阳市考古研究院院长李永强表示，
下一步，将按照专家建议，扩大对遗址周
边的考古调查范围，摸清该区域内史前遗
址分布情况；积极推进多学科合作，进一
步挖掘、阐释苏羊遗址的价值，并深入研
究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
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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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永胜 山西省古建筑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李永红 西安市长安区细柳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袁晓多 陕西三木文保古建有限公司
吴长红 曲阜市三孔古建筑工程管理处
何乃哲 西安市古代建筑工程公司
孔令伟 曲阜市三孔古建筑工程管理处
朱小林 山西蓝胜古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吴胜海 贵州保利文物古建有限公司
张海成 北京擎屹古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范盼到 西安市丰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续 凯 山西博物院
杨玉洁 故宫博物院
赵 钰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
胡利红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汪 洋 湖北省文物交流信息中心
李 波 敦煌研究院
杨景龙 咸阳市文物保护中心
杨 蕊 洛阳古墓博物馆
张 蜓 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
付有旭 敦煌研究院

张政敏 山西博物院
任 伟 山东博物馆
李云峰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李瑞亮 安徽博物院
张 哲 河北复典文保科技有限公司
孙亮申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牛秀平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段志强 许昌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曹雪利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佘保权 银川惠晟博钻探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本报讯 记者杨逸尘报道 10
月 27 日，由中华文物交流协会、中
国文物报社、文物保护装备产业化及
应用协同工作平台、辽宁省文物局、
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地主办，深圳市
华图测控系统有限公司协办，北京文
博在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第九
届全国十佳文博技术产品及服务推介
活动终评会在沈阳举办，来自全国
相关文博单位、科研院所、文博企
业的两百余人参加会议。

终评会开幕式由中国文物报社

社长柳士发主持，国家文物局原副
局长、中华文物交流协会负责人胡
冰，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
员戴小梅分别致辞。

在汇报会上，入围终评项目代
表依次上台，围绕项目的特点、优
势、原理等方面的情况进行汇报，
来自文博单位、科研院所、文博企
业的 21 位专家组成的终评评委会听
取汇报，并就关键技术的研发与应
用、项目功能与效果等方面的问题
进行询问。在随后进行的评审会

上，终评评委会以实名投票的方式
遴选出第九届全国十佳文博技术产
品及服务推介活动十佳项目及优秀
项目，名单在随后举办的新闻发布
会上公布。

本届推介活动于6月启动，共有
90 余家文博机构、科研院所及相关
企业积极申报，47 个技术产品及服
务项目获得参评资格。在9月15日举
办的初评会上，初评委员会以实名
投票的方式，遴选 20 个入围终评的
项目，基本覆盖我国文博技术产品

及服务的各个领域，展现出这一领
域科技研发和应用的最新态势。

据悉，为深入贯彻落实 《“十
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 ,
在本届推介活动后，还将适时举办
首届文物考古科技大会，开展文物
考古科技推广行动，交流文物考古
科技工作经验，探讨推动文物考古
与科技深度融合发展的路径，组建
文物考古科技联盟，探索完善文物
考古科技体系，更好地发挥科学技
术对文物事业的支撑作用。

十佳项目

超大圆形独立展柜
四川省克里克尼泽菲德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新型防震抗灾文物展柜
天津旺达文博展具有限公司

仿明清家具木纹造型金属恒湿文物展柜（明清
实木家具风格）

廊坊市文博展览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通行零障碍防水文物库房门

宏瑞文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文化遗产混合现实全息交互体验

哈密市博物馆、陕西十月文物保护有限公司
时光之镜：基于AR增强现实技术的遗址实景
空间数字重现装置

杭州华文信科科技有限公司

“物华天宝数字文物魔方”线上线下展示装置
南京博物院

基于大模型和智能数据关联的文化遗产综合
治理平台

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武汉数文科技有限公司
节能型恒湿文物储藏柜

云南省文物局、昭通市博物馆
i调查-智能田野调查记录系统

西安云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优秀项目

“表里山河 臻藏晋显”山西文物数字博物馆
山西省文物局、山西辰涵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纸质文物雾润高效脱酸机

杭州众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集展陈与收纳为一体的展柜
上海博物馆、四川克里克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智能型文物控温控湿（恒温恒湿）展柜
郑州枫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BIC智互联系统切光灯
台达电子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文物藏品综合管理系统
北京华源彤达科技有限公司

宽创巷陌纷繁沉浸式虚拟人体验系统
上海宽创国际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文博场馆节能智能中控系统
上海建为历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愚公文物运输服务
湖南愚公珍品货运服务有限公司

古建筑虫害熏蒸防治技术
北京东方大地虫害防治有限公司

本报讯 记者徐秀丽报道 10
月24日，故宫博物院发布 《关于优
化分时段预约参观的公告》，自 11
月 1 日起，故宫博物院每日预约分
为上午、下午两个时段，预约上午
时段的观众最迟检票时间为当日
12∶00，预约下午时段的观众最早
检票时间为当日 11∶00。

“这样能够给观众留下较为充裕
的缓冲时间，不至于在午门外等候
过长时间，也让观众 （特别是下午
时段的观众） 能够获得足够的参观
时间。”故宫博物院开放管理处副处
长张博辉介绍，故宫博物院会通过

微信小程序弹窗，以及向订票成功
的观众发送短信等方式，提醒告知
观众朋友按照预约时间，按时入院
参观。这一举措也适用于老年观众
和未成年人观众。

据了解，一段时间以来，故宫
博物院在官方微信小程序上，已经
实施了门票及展览的分时段预约制
度，这对于引导观众错峰入院起到
一定的引导作用。

“但在实际接待工作中我们发
现：在上午、下午门票数量相同的
情况下，约有 50%预约下午票的观
众是在上午检票入院的，也就是一

天之中，有将近 65%至 75%的观众集
中在上午入场。”故宫博物院数字与
信息部智慧服务组李睦麟介绍，这
一现象在暑期、小长假等客流高峰
期会更加凸显，早 8∶30 至 10∶30
明显出现入院排队和院内参观扎堆
的现象，会对观众的参观感受造成
不良影响，为此，自 11 月 1 日起，
也就是博物馆参观接待的淡季，进
一步优化分时段预约的措施。

故 宫 博 物 院 保 卫 处 处 长 王 波
介绍，分时段入院的措施，是为
了进一步确保故宫古建、文物和
观众安全。一是通过疏解客流高

峰压力，平均分散到上下午，能
够缩短观众排队等候时间，改善
参观服务体验。二是能够有效降
低高峰期安检压力，减少院内客
流高峰期拥堵现象，提升参观安
全系数。三是通过降低人群拥挤
聚集，对保护文物古建安全起到
积极作用。

“金秋已至，银杏季也即将到
来，欢迎大家打开故宫博物院小
程序导览页选择‘秋日赏银杏路
线 ’， 一 起 体 验 更 舒 适 的 故 宫 ，
一起品味北京秋日的美好。”李睦
麟说。

本报讯 记者卢阳报道 10月26日
至 28日，第四届建筑遗产保护与修复博
览会在苏州桃花坞历史文化街区举办。
本届展会由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中
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共同主办，上海建
为历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名城保
护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承办。展会以“保护
传承·科技赋能·人民共享”为主题，旨在
打造一场集行业展览、学术研讨、文化讲
座、发布推介、匠艺展示、公众体验于一
体的大型文化遗产保护行业盛会。江苏
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刘小涛，中国文
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刘玉珠，中国古迹
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邓超等
出席开幕式。

此次展会汇集了不同领域的 100 余
家专业机构参展，包括文博单位、文博企
业、建筑企业、高校等。展会展览内容全

面丰富，涵盖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
古城保护与城市更新、历史街区村镇保
护与乡村振兴、建筑遗产保护与利用、古
遗址古墓葬保护与展示、石窟寺及石刻
保护与修复、考古遗产保护与利用成果、
预防性保护与技术创新、文博数字化与
智慧文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材料工
艺及专业设备、专业期刊等内容。

展会期间，还举办了一系列丰富多
彩的研讨会和体验活动。举办学术研讨
会四场，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建
筑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提升”“数字技
术赋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大遗址保
护与利用的探索与实践”“文化遗产活
化利用与文旅产业转型升级”四个主题
展开阐述、讨论。另外还举办文化讲座，
设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古建修复、香
山帮营造技艺体验区，向观众开放。

本报讯 记者王龙霄报道 10月 28
日至29日，由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主办，海
南省特色重点学科民族学、海南热带海
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承办的“一带
一路”各民族交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
设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三亚召
开。来自中央民族大学、吉林大学、南京
大学等高校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故宫
博物院、海南省博物馆等科研院所的专
家学者百余人参会研讨。开幕式由海南
热带海洋学院教授杨超主持，副校长杨
学前致开幕辞。

本次研讨会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周年为背景，会议征集相关主题论文90
余篇，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科体系、学
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海南历史文化资源与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中国式现代
化与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或地区岩画研究等议题进行深入
探讨和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王延中，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杨圣敏，云南大学教授尹绍亭、方铁，吉林
大学教授史吉祥，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教授
林日举、杨超等作大会主旨报告。

大会召集人杨超说，此次研讨会旨在
搭建学术交流平台，积极推动相关学术研
究的深化和创新，为“一带一路”各民族交
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建言献策，研讨
会的举办对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
理论与实践研究、培养民族工作人才、促
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由自然
资源部、海南省人民政府、中国海洋石油
总公司、三亚市人民政府、三沙市人民政
府等共建，是外交部、教育部“中国—东盟
教育培训中心”、教育部十大“教育援外基
地”之一，是海南省中南部少数民族地区
的人才培养摇篮。该院民族学学科近年来
科研成果丰硕，基本形成了以民族学理
论研究为基础，黎族研究为特色，海南地
方历史和民族艺术（岩画）研究为优势的
研究团队。

本报讯 10 月 24 日，“2023 丝绸之
路周”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收官。收官活
动“丝路绮粲——中国丝绸艺术展”当
日在匈牙利农业博物馆开幕，“国丝环球
展柜”项目正式启动。

“丝路绮粲——中国丝绸艺术展”由
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
主办，中国丝绸博物馆联合布达佩斯中国
文化中心、匈牙利应用艺术博物馆、匈牙
利农业博物馆共同承办，中国驻匈牙利使
馆给予支持。展览于 10月 24日至 12月 3
日在匈牙利农业博物馆持续向观众开放，
以“丝绸与丝路”“古代丝绸纹样”“当代
活化应用”3个篇章，用60套/80件古代
丝织物复制品和当代服饰艺术品，系统

展示中国丝绸艺术的多元发展。
“国丝环球展柜”项目旨在聚焦中国

传统文化金名片“丝绸”，打造可以在世
界各地博物馆、高校、海外中国文化中
心、公共空间等巡回展示的标准化的丝
绸文化展览，建立一套以“数字展示+
代表性展品”为标准化结构的展览组织
形式。首站在布达佩斯启动，年内还将
到乌兹别克斯坦、西班牙等地展出。

据悉，“丝绸之路周”是由国家文物
局与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浙江省
委宣传部、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承办，
中国丝绸博物馆执行承办的品牌文化交
流活动，自2020年起每年连续举办。

（丝博）
第九届全国十佳文博技术产品及服务推介活动终评会举办

第九届全国十佳文博技术产品及服务推介项目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故宫优化预约参观 11月起将分上下午两个时段入院

第四届建筑遗产保护与修复博览会在苏州举办

“一带一路”各民族交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海南召开

“2023丝绸之路周”收官活动在匈牙利举办

2022年度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获“全国技术能手”称号人员名单
（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

本报讯 记者李瑞报道 近日，
《人 力 资 源 社 会 保 障 部 关 于 授 予
2021—2022 年度职业技能竞赛优秀
选手全国技术能手称号的决定》 发
布，其中，30 名文物修复师被授予
2022 年度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文物

局希望受表彰的 30 名全国文物行业

职业技能大赛选手以获得的奖励为新
起点，戒骄戒躁，大力弘扬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不断学习
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创造新业绩，
继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全国文
物工作者向受表彰的“全国技术能
手”学习，立足工作岗位，刻苦钻研
技术，努力提高技能水平，走技能成
才、技能报国之路，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据介绍，作为一类职业技能大

赛的 2022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
赛——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 3
月份在山西省太原市举行。大赛以

“保护文化遗产 弘扬工匠精神”为
主题，国家文物局、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山西省
有关部门结合 《文物修复师国家职

业技能标准》，制定了科学、规范的
比赛规则。设置木作文物修复师、
泥瓦作文物修复师、陶瓷文物修复
师、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金属文
物修复师、考古探掘工 6 个竞赛项
目，每个项目均设置理论考核和实
际操作两个环节，经过激烈的角
逐，共产生一等奖 10名，二等奖 22
名，三等奖 42名。

人社部决定授予30名全国文物行业
职业技能大赛选手“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本报讯 记者阮富春报道 10
月 28 日至 29 日，由中国民族博物
馆、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博物馆人类学研
讨会在云南昆明举办。

博物馆人类学研讨会由中国民
族博物馆于 2017 年推出，旨在搭建
理论与实践、博物馆与科研机构的
对话平台。今年举办的第四届研讨
会以“博物馆、文化遗产与家国情
怀”为主题，探讨博物馆与文化遗

产的精神价值。本次研讨会收到 220
余篇论文，来自国内外的文博界和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
及高校师生参会发言。

本届研讨会上，“博物馆与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博物馆、文化
遗产与家国天下情怀”两个专题探讨
博物馆与人类学在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与厚植家国情怀中的重要
角色。“回望与展望：民族博物馆、博
物馆人类学的发展与知识生产”“文

明互鉴中的博物馆：美育与文明交
流”“面向美好生活：疗愈、社会关怀
与可及性”“讲故事的策略：叙事、阐
释与知识的变迁”“文化地理与空间
策略：地方、空间与身体”“博物馆数
字化：数字应用、传播与赋权”“遗产
振兴的路径：地方、乡村、遗址”“环
境、空间共生与城市遗产的功能”等
八个专题，分别触及了博物馆事业发
展的前沿地带和热点问题，促进了学
术与实操的相触。

会议开设博物馆人类学与地方
发展分论坛，专家学者分别从文化
空间与文化传承、各类物质与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表征等方面，围绕博
物馆人类学的地方实践进行了交流
与研讨，实现了高校与各地方博物
馆的多方联动。

此外，本次研讨会还特设“青
年看见中国——第三届青年策展人
项目终评”。同步举办了“博物馆人
类学经典译丛”发布会。

第四届博物馆人类学研讨会在昆明举办

本报讯 日前，“深港少年 携手同
行——2023年中英街文化体验营开营仪
式暨第一期国画写生体验活动”在深圳
举办。本次活动由深圳市盐田区委统战
部、盐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主
办，中英街历史博物馆承办。

活动以“深港少年 携手同行”为主
题，旨在高质量活化利用中英街历史文
化资源和连接深港的地理优势，通过新
颖的文化创意体验活动，传播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搭建深港青少年教育交流与
合作的优质平台，厚植家国情怀。

开营仪式现场设置观看《中英街文
化体验营往期回顾片》、朗诵表演《中英街
警世钟钟铭》、剪纸表演、手风琴演奏《3·18
主题曲》、授旗仪式等多个环节。随后，青
少年在中英街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和绘画
老师的带领下，参观“百年中英街”陈列展
览，在中英街上举行今年的第一期体验活
动——国画写生，通过所见所闻、所思所
想、所悟所写，深入了解中英街的历史，深

刻感悟中英街的百年沧桑巨变。
据了解，今年的体验营将陆续举办 7

期活动，包括参观精品陈列展览和绘画
写生、传统剪纸、瓷画、主题音乐课等特
色体验项目，还创新推出《客家南迁地图
疑案》数字化体验项目，开启线上体验与
线下打卡融合的新模式。“中英街文化体
验营”于 2015 年由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创
办，以深港青少年为服务对象，至今已连
续举办 9年 132期，2017年获评广东省内
博物馆优秀青少年教育示范品牌项目。

（芈韫婧）

2023年中英街文化体验营在深圳举办

苏羊遗址考古发掘与保护专家咨询会在洛阳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