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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的保护是第一位的，没有保

护就没有研究。”谢辰生把郑振铎这句

话记了一辈子。

谢 辰 生 是 新 中 国 一 系 列 文 物 法

规制定的主要参与者和执笔人，也是

我国文物事业许多重大决策的见证

者和当事人。他曾多次说：“我一直

坚信保护文物就是守护国家。”他参

与起草、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积极推动将“保

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写入

法律。 1994 年离休后，他又为文物保护奔走呼吁、忘我工作、

不遗余力。

5 月 2 日，谢辰生先生驾鹤西去。

“我一直坚信保护文物就是守护国家”

谢辰生曾多次说：“我一直坚信保护文物就是守护国家。”他

参与起草、修订的众多文物法律、法规，编纂起来就可以组成一

部有特色的个人“文物专著”。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被任命为文化部文物局局长，谢辰生

成为初创的文物局的一员。他一心想走研究之路，郑振铎说：“你

搞文保工作吧，这事比研究更重要。”谢辰生牢牢记在了心中，他

不止一次提及，“到现在为止，我也是在执行他交给我的任务。”

在郑振铎、王冶秋、裴文中等人的指导和帮助下，谢辰生起

草了新中国第一批文物保护的政令法规，这就是 1950 年中央人

民政府颁布的《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

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等。

1959 年文物局开始起草《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谢辰生

和同事们前后写了数稿，并于 1961 年由国务院颁发。《条例》第

一条明确规定，“一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都由国

家保护”。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
加强管理”

197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开始酝酿。谢辰生

作为主要起草人，多方征求意见，数易其稿、反复修改，历经 5 年，

最终于 1982 年 11 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颁布。文物保护单

位“在进行修缮、保养、迁移的时候，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

原则”等被郑重写入法律。

1987 年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通知的起草

过程中，谢辰生坚持将“加强文物保护，是文物工作的基础，是发

挥文物作用的前提”写入其中。2002 年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颁

布，谢辰生作为顾问全程参与修法工作，第一次将“保护为主、抢

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十六字方针写入法律。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们的文物工作方针，排除了来自各方

面的干扰，指导思想始终坚持把保护放在第一位，依靠群众来保

护文物，依靠法制来保护文物。”2019年谢辰生先生在接受采访时

感慨，“70年来，文物工作正确的方针没有变过，这多不容易啊！”

“守护民族文化精魂，为江山、为
后人留得胜迹在”

谢辰生不仅是文物保护法的起草者，更是坚定的执行者与

捍卫者。上世纪 90 年代，是他发起保护三峡文物的政协联名提

案。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印象最深的是谢老为了保护北京

的古城风貌殚精竭虑地奔走。他还数次直言南京的城市文化遗

产保护不能“厚今薄古、嫌贫爱富”。后来每当文化遗产保护遭

遇挑战，大家都会说“找谢老想想办法”。他家里的电话成了“文

保热线”，哪儿要拆了、哪儿的老城遭到破坏了，许多文保志愿者

都会第一时间告诉他……

很多记者都去过谢老位于北京安贞里的那间朴实无华的房

子。简单的水泥地面、斑驳的墙面，最普通的书桌、沙发，床上永

远是堆积成山的报纸和书籍。冬天就穿着中式棉衣，夏天也不

爱开空调……大家也记得谢老说过的振聋发聩的观点，“宁可多

保，不可错拆”。

记者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见到谢老是 2018 年 12 月 9 日，中

国文物学会历史文化名街专业委员会举行年会。那天风很大，

空气都是寒冷的，诸多文物保护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分享历史

街区保护及社区更新的经验。谢老也来了，坐在轮椅上认真听

着。中场休息时，大家纷纷上前向其致敬，更多的人远远看着老

人清癯的脸庞……

“1993 年谢老就查出身患癌症，但他学会了与疾病和平共

处 。 手 术 、化 疗 ，出 了 院 继 续 奔 走 …… 这 种 状 态 一 直 持 续 到

2018 年。近几年他的健康状况时好时坏，一直是大家最大的牵

挂。”单霁翔说，中国文物学会每年都会给谢老过生日，以后再也

等不到这一天了。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这是他最喜欢的诗句。2010
年他曾撰文疾呼：“守护民族文化精魂，为江山、为后人留得胜迹

在，这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向复兴进程中必须迈好的重要一

步。”如今斯人已逝，对他最好的纪念就是如他一样无怨无悔守

护好祖国的文化遗产。

上图为谢辰生。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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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辰生，1922 年 7 月出生，我国

著名文物专家、中国文物学会名誉

会长、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

委员会委员。 2009 年，文化部、国

家文物局授予谢辰生“中国文物、博

物馆事业杰出人物”荣誉称号，中国

文物保护基金会授予谢辰生“中国

文化遗产保护终身成就奖”。党的

十三大代表、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航天科研人员——

奋斗在逐梦太空的征途

“林海，我是北京，即将进入‘天问一号’

跟踪弧段，请按计划实施跟踪前的状态设置

和检查……”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在北京航天飞

行控制中心的任务大厅里，任务指令声此起

彼伏。这段时间，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需

要为即将发射的天舟四号货运飞船以及后

续即将执行的空间站各型号任务联调联试

做准备，还要做好长期在轨运行的航天器的

管理工作。“虽然目前中国空间站里没有航

天员工作和生活，但是对它的监视控制仍在

继续，为后续天舟四号发射和交会对接做好

准备。”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航天器运控

及长期管理团队副指挥胡国林说。

近几年航天任务密集多发，在岗位上过

节成为许多航天人的常态。2019 年“五一”

假 期 ，正 值 天 和 核 心 舱 任 务 的 无 线 联 试 ；

2020 年“五一”假期，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首

飞进行最后协同演练；2021 年“五一”假期，

则是天和核心舱发射入轨后紧张的控制阶

段，以及“天问一号”着陆火星前的最后冲刺

时刻。今年，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抓总

研制的长征二号 F、长征五号 B、长征七号运

载火箭将用 6 次发射完成我国空间站建造阶

段发射任务。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在海南文

昌发射成功后，火箭地面设备恢复团队已经

在发射场工作了近两个月的时间，这个假期

也在继续工作，完成发射前的系统合练、总

检查等工作。

在逐梦太空的征途上，航天人一直不懈

奋斗。“只要有中国的航天器在天上，地面上

就必须有人在，这是我们保护好太空资产的

责任。”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航天器运控

与长管任务团队指挥张跃东说。

广东江门中微子实验站建设者——

一丝一毫都不能放松

“五一”假期，位于广东省开平市金鸡镇

的江门中微子实验站进入中心探测器安装

的关键阶段。地下 700 米坑洞底部，工人正

在施工，用大型不锈钢构件逐层向上拼装一

个巨大的球形网壳。网壳拼装完工后，直径

达 41 米，重达 800 多吨，将成为整个中心探

测器的主结构，核心设备都安装其上。

现场安装经理、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何伟，已经在这里连续工作了 5
个月。他每天都要下到地下施工现场查看

进度情况，跟现场人员交流技术、安全等方

面的各种问题，协调解决突发情况等。为了

保证工程进度，这个假期，他和同事们仍然

在岗位上坚守。

与其他工程不同，大科学装置的建设标

准在有些方面特别高，比如，不锈钢网壳网

格安装精度要求误差在 3 毫米之内，等于 13
层楼高的建筑体，精度要达到毫米级，一丝

一毫都不能放松。虽然施工要求高、时间

紧，但项目团队成员们看着不断建设起来的

大科学装置，格外有成就感。

中微子研究的科学意义重大，国际竞争

激烈。接棒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未来江门中

微子实验站将肩负起更艰巨的使命：捕获被

称为“幽灵粒子”的中微子，测量其质量顺

序，进而探索宇宙起源奥秘。为了不负使

命，科研人员和建设者们日夜奋战在岗位一

线。“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按时高质量

完成项目，并且达到预期目标。”何伟说。

之江实验室地外探测项目组——

希望成果早日“飞”到火星

模拟沙漠、砾石、陨坑、浮土，一台探测

器正在缓缓前行，不远处的几名年轻人正紧

盯着电脑屏幕……这是新型研发机构之江

实验室在浙江省杭州市南湖总部的模拟火

星试验场。“五一”假期，地外探测项目组的

科研人员正在对项目成果做最后的调试与

检测，迎接即将到来的项目结题验收。

“这是 2018 年科技部发布的科技创新

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项目组

课题是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从算法到硬

件的一整套系统，让火星探测器在宇宙探索

中变得更聪明。”90 后项目负责人李月华带

领 着 一 支 15 人 的 90 后 团 队 ，已 经 攻 关 3
年多。

20 种不同场景的火星地貌需要自主设

计和搭建，团队工程师周洋是这个近 400 平

方米试验场的“设计师”。周洋介绍：“模拟

的地形越逼真，设计的场景越有针对性，我

们的算法就越准确。”这个假期，团队将完成

最后 3 种场景的构建。

有人进行测试并改进匹配算法，以提升

算法性能；有人同步优化多传感器信息融合

框架，测试融合效率；还有人在快速推进标

定间的建设，完善空间同步精度验证方案

……分工明确、通力协作，团队配合保证了

项目的顺利推进。

“这是我们的常态，过年期间也在加班

工作，有名项目组成员好几个月没回老家，

晚上就跟在外地的孩子视频一会儿，再接着

工作。”李月华说：“这些辛苦不算什么，大家

目标一致，就是希望成果能早日‘飞’到火

星，助力火星探测。”

中国地质大学科研工作者——

十余年扎根三峡监测滑坡

船行三峡神农溪一处江面，峰峦起伏。

不远的岸边，坐落着湖北巴东地质灾害国家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野外站）。

一大早，中国地质大学（武汉）7 名师生

开始了一天的“巡山”工作。“P5，正常！”“P9，正
常！”……沿着规划路线，师生们分头巡视滑坡

上的监测设备，检查外观和使用状况，逐一拍

照记录。野外站副研究员陈春晖介绍，野外站

的大型综合试验场布设了天、空、地三大监测

系统，能够立体追踪滑坡体的位移程度。

“P16 是新布设的北斗卫星系统地表变

形监测点，我们与它合个影。”野外站党支部

书记熊承仁教授招呼大家。

师生们所在的黄土坡滑坡是三峡库区

最大的古滑坡体。中国地质大学的科研工

作者来到这里，建成一座大型野外综合试

验场。

“试验场建在体积 6900 万立方米的巨型

滑坡体上。”熊承仁说，最初这里没水没电没

信号，如今完成生态复绿的黄土坡郁郁葱葱。

短暂休整后，师生们前往隧洞群，对地下

水沉积物进行采样。隧洞群是试验场的核心

部分。科研人员在滑坡下打了 908 米的主隧

洞和 5 个支洞，依托隧洞群提供的观测条件，

在滑坡体内完成了多项复杂试验。经过 10
多年的努力，团队取得多项重要科研成果。

熊承仁介绍，滑坡体一旦复活，将有滑

向长江的可能，从而引发灾难。“我们的事业

与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紧紧联系在一起。”

熊承仁说，正因如此，野外站一直坚持现场

研究，团队成员长期轮流驻守，为三峡库区

地质灾害特别是滑坡灾害的防控提供基础

性长期观测资料。

（宋星光参与采写）

上图：广东江门中微子实验站建设现场。

刘悦湘摄

科技工作者坚守一线、潜心科研

创新攻关 脚步不停
本报记者 余建斌 吴月辉 窦瀚洋 强郁文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
期，很多科技工作者在各自
岗位上度过。从北京航天飞
行控制中心的任务大厅到地
下 700米的广东江门中微子
实验站，从之江实验室的模
拟火星试验场到湖北巴东地
质灾害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
究站……科技工作者坚守一
线、潜心科研，为加快建设科
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而持续奋斗着。

核心阅读

■科技自立自强R

走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

水县紫陶园区的亭台水榭间，远观林木掩

映，走近别有洞天，古朴的建筑群里，藏着一

个现代化实验室：分光光度计、马弗炉、磁力

搅拌器……各式实验器械排列其间。

眼前的这个实验室是上海交通大学—

建 水 紫 陶 联 合 研 究 中 心 的 实 验 基 地 。 建

水紫陶传承千年，“建水紫陶烧制技艺”被

收 录 进 第 二 批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 为 推 动 建 水 紫 陶 创 新 发 展 ，2021 年 4
月，建水县委县政府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

共建该研究中心。

“民间流传‘建水紫陶存茶越存越香’，

研究中心的其中一个研究方向就是开展建

水紫陶性能研究。”建水县紫陶产业发展中

心副主任尚文松介绍。

“去年我们在昆明、上海、成都 3 个温湿

度条件差异较大地区开展了紫陶性能测试，

实验结果显示，建水紫陶在内外恒湿性能上

相较其他材料表现出色。”研究中心实验员

何金林介绍，研究中心落地以来，共有 9 批次

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的专家来到建水

县开展研究。

打开储物柜，何金林向记者展示多片不

同颜色的烘干陶泥片样品，共有红、黄、紫、

青、白 5 种颜色：“这些是建水紫陶的陶泥原

料，我们称为‘五色土’，5 种陶泥调配成为紫

泥和白泥，经过 1000 多摄氏度的高温煅烧，

最终形成陶器。”

去年底，当地一家紫陶生产商在烧制过

程中，连续遇到整窑破损率超九成的情况。

何金林带着实验团队来到商家采集破损样

本，同时从源头陶泥生产厂商拿到同批次原

料，带回实验室进行检测分析。

经过实验室的大量实验研究后，研究中

心向生产厂商建议，在 200 摄氏度到 500 摄

氏度升温阶段，通过降低升温幅度减缓气体

生成的速率，可一定程度上避免起泡和开裂

等问题产生。

目前，上 海 交 通 大 学 — 建 水 紫 陶 联 合

研究中心正在进行微纳米涂层改性实验，有

望通过微纳米涂层等新材料改良传统紫陶

性能，使得紫陶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发

霉，并实现表面自清洁。“建水拥有丰富的陶

泥原料资源，加之传承千年的紫陶制作技

艺，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实践案

例。而上海交通大学可为我们提供技术支

持，指导紫陶产业发展，两方的合作可以说

是完美契合。”尚文松对双方合作的未来充

满期待。

云南建水与上海交通大学共建紫陶研究中心

千 年 技 艺 科 技 助 力
本报记者 沈靖然

本版责编：智春丽 陈圆圆 邓剑洋

本报北京 5 月 5 日电

（余建斌、郑智文、喻鹏、郝

明鑫）5 月 5 日 10 时 38 分，

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使 用 长 征 二 号 丁 运 载 火

箭，成功将吉林一号宽幅

01C 卫星及搭载的吉林一

号 高 分 03D（27—33）等 8
颗卫星发射升空。主星顺

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

务获得圆满成功。

据了解，吉林一号宽

幅 01C 卫星主要用于为国

土资源、矿产开发、智慧城

市建设等行业提供商业遥

感数据服务。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

运载火箭第 419 次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
吉林一号宽幅 01C 卫星

5 月 5 日是立夏节气，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中小学校开展绘彩蛋、品竹笋等丰富多彩的习俗活动。 胡攀学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