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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
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凝聚
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
5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
市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的乡亲
们回信，深刻阐释了长城的独特价值
和守护好长城的重大意义，勉励
大家“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财富
世世代代传下去”。

长城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
文化遗产，分布于 15个省份。近
年来，各地大力推动长城保护、传
承与研究，精心守护这份独一无
二的珍贵财富，让长城历史文化
遗产绽放新的时代光彩。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R “武王墩墓主身份可能是《史记·楚

世家》记载的楚考烈王。”5 月 20 日，安

徽淮南武王墩墓考古发掘现场，安徽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武王墩墓

考古发掘队领队宫希成介绍。

武王墩一号墓为战国晚期楚国的

高等级大型墓葬，是目前国内首次见

到的、结构清晰明确的九室楚墓，是楚

国最高等级的丧葬礼制。2019 年，国

家文物局批复同意对武王墩墓进行抢

救性考古发掘，并于今年 3 月进入椁

室发掘阶段，4 月 16 日在淮南召开“考

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聚

焦武王墩墓最新考古发现。

近日，国家文物局再次发布武王

墩墓考古发掘重要成果。走进发掘现

场，记者看到，数十名考古工作者正在

椁室的南二室工作。

“截至目前，北一、二室，西一、二

室和东一室发掘完毕，东二室和南一、

二室发掘工作接近尾声，已提取各类

文物 3000 多件（组），以及大量动植物

遗存。”宫希成说。

据了解，北一、二室虽然被盗扰严

重，仍然提取出 600 余件（组）器物，主

要 是 乐 器 ，有 瑟 、竽 、鼓 、编 钟 、编 磬

等。出土的编钟架横梁保存完整，上

有悬孔 14 处，与追缴的青铜编钟数量

吻合。南一、二室出土漆盒、耳杯、盘、

豆、鼓、玉璧、璜、佩以及大量铜箭矢。

西一、二室出土文物以漆木俑为主，木

俑有 200 多个个体，分立姿、坐姿等不

同姿态，部分木俑佩木剑，还发现木

车、乐器和少量遣策类竹简。东一室

以青铜器为主，青铜礼器组合保存完

整，目前已提取青铜器 150 多件（组），器类有鼎、簋、簠、敦、

钫、壶、甗等，与青铜器同出的还有百余件案、俎、盒、榻等漆木

质起居用具。

武王墩墓的墓主是谁？这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宫希

成透露，目前有多重证据指向墓主可能是楚考烈王。

“根据前期发现，武王墩墓可以断定是楚王墓葬。”宫希成

说，根据史料记载，公元前 241 年，楚考烈王将楚国国都迁至

寿春（今淮南寿县）。此后的 18 年间，此地共有楚考烈王、楚

幽王、楚哀王和负刍 4 位楚王。

在考古实验室出土文物对外展示区域，武王墩墓考古发掘

队执行领队方玲展示了一件近期出土的铜簠。“这是用来盛放

稻粟类的食器，在它的口沿处有十二字铭文‘楚王酓（读 yǎn）前

作铸金簠以供岁尝’，‘酓前’就是楚考烈王的名字。”她说。

“我们已在两件提取出的青铜器上发现了楚考烈王的名

字，这也是判断墓主身份的重要依据。”宫希成介绍，日前，安

徽省组织召开了专家论证会，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等单位专家，

深入研究讨论武王墩墓时代、性质与价值内涵。“结合墓葬规

模、结构、出土文字材料与文献史料等综合分析，专家认为武

王墩墓主身份可能是楚考烈王。”宫希成说。

武王墩墓东一室发现的口径超 88 厘米的铜鼎同样备受

关注。在出土文物对外展示区，记者见到了刚被提取出来的

铜鼎。虽掩埋 2000 多年，铜鼎仍保留着最初的吉金色。国家

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武王墩考古项目实验室负责人

张治国介绍，经初步测量，该铜鼎的口径达到 88.9 厘米，高度

为 111.5 厘米，耳间距为 111.7 厘米。

现藏于安徽博物院的铸客大鼎（又名“楚大鼎”），是我国

目前出土的最重的青铜圆鼎，高 113 厘米，口径 87 厘米，重

400 公斤。从口径来看，武王墩墓出土的铜鼎已超越“楚大

鼎”，有望成为迄今为止出土的、我国东周时期口径和体量最

大的青铜圆鼎。

目前，武王墩墓的中室，也就是主棺所在的位置，还没有

进入发掘阶段。宫希成介绍，关于中室的发掘与保护方案正

在研究制定中，计划将于 6 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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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月 20日电 （记者刘诗瑶）北京时间 2024 年 5
月 20 日 11 时 6 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

运载火箭，成功将北京三号 C 星星座发射升空，4 颗卫星顺利

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523 次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北京三号C星星座

保 护

社会各界参与捐助，助力
长城修复

初夏时节，北京八达岭长城游人如织。

今年 67 岁的苏文洋站在蜿蜒起伏的长城上

眺望远方，感慨地说：“八达岭长城面貌大为

改观，这在过去难以想象。”

20 世纪 80 年代初，苏文洋是《北京晚报》

新闻部记者，多次到八达岭长城采访。那时，

八达岭长城只有南北 4 座敌台对游客开放，

其他许多点位长期失修。苏文洋认为，保护

长城，刻不容缓。他希望通过媒体发起一场

社会捐款活动，“目的不仅在于修复长城，还

在于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

1984 年 7 月 5 日和 6 日，《北京晚报》和

《北京日报》分别刊登消息——为保护历史

文物，加速修复长城重点地段，举办“爱我中

华 修 我 长 城 ”社 会 赞 助 活 动 。 消 息 发 布

后，立即受到中 央 领 导 同 志 和 有 关 部 门 的

重 视 。 邓 小平、习仲勋等领导同志为首都

一些单位发起的“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

动题词，激发了海内外中华儿女保护长城的

热情。

消息刊登后，前来捐款的人络绎不绝。

各地数以千计的书法家、画家、歌唱家、医生，

纷纷举行义画、义演、义诊，为修复长城尽一

份心意。活动还得到数十家国外报刊、电视

台的报道，激发了海内外中华儿女保护长城

的热情，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友人参与

捐助。

1984 年 7 月 28 日，社会赞助的八达岭长

城修复工程开工；9 月 17 日工程竣工后，游人

可登上八达岭最高点，俯瞰长城美景。

“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发

起于北京，影响遍及全国。据不完全统计，天

津、锦州、西安、秦皇岛等地也相继成立“爱我

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组织，修复所

在地段长城，取得积极成果。

到 1994 年，全国共收到海内外修复长城

赞助款 6000 余万元，有关部门用赞助款修复

了八达岭长城北八至北十城台、慕田峪长城

3 座敌楼、司马台长城、沿河城长城等 14 处重

点地段。

传 承

一 代 代 长 城 保 护 员 接 力
守望，汇聚起坚实力量

手拿登山杖，背着双肩包，八达岭长城管

理处长城文物管理科负责人黎海权大步朝山

上走去，时而停下脚步，检查墙体是否出现开

裂、鼓闪等问题。黎海权是北京延庆区东关村

人，这条巡护长城的山路他已经走了 30多年。

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离不开人

的力量。近年来，长城保护与研究的力量日

益壮大，一代代长城保护员接力守望、积极创

新，汇聚起保护长城和传承文化的坚实力量。

5 月 13 日一大早，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

关长城保护志愿服务队队长张鹏打开天气预

报软件，查看风向、风力后，确认天气利于无

人机起航，开始长城保护巡查工作。

山海关长城保护志愿服务队由 10 名队

员组成，有村干部、长城研究者等，他们都是

在长城脚下长大，对长城都有浓厚的情感。

作为新一代长城保护员，他们利用无人机、大

数据、专业软件等科技手段守护古老长城，成

了长城巡护的一道新风景。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分类保护原则，充

分理解长城形制特色、价值内涵，注意局部点

段与长城整体的价值关联，将长城价值研究

工作贯穿长城保护项目始终。”河北省文物局

局长罗向军介绍，截至 2023 年底，全省共有

1142 名长城保护员，均配备巡查装备，进一

步提升了巡查能力。

在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

前旗小佘太镇的秦汉长城遗址，今年 61 岁的

长城保护员韩根柱正进行日常巡护工作。巴

彦淖尔市是内蒙古现存长城类型较为丰富的

地区，共有战国赵北长城、秦汉长城、汉外长

城等 4 种，共 1007 公里。30 名文物保护工作

者和 50 名义务长城保护员守护着这一带的

长城遗址。

随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进，各地

不断创新长城保护方式，长城的保护状况持

续改善。2019 年，中办、国办印发《长城、大

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 2021
年，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提出，着

力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打造为弘扬民族精

神、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

河北秦皇岛市山海关区角山山麓，山海

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典雅大气。这家博物馆是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一号工程”。“山海

关中国长城博物馆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的标志性项目，目前正在加紧进行展陈作业

以及小小讲解员和志愿者招募，开馆之后将

更好地为游客服务。”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

副馆长郭颖说。

4 月 26 日，坐落于水上长城九门口长城

脚下、位于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的九门口长

城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博物馆涵盖了长城历

史、发掘现场景观复原等多个板块。其建成

标志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辽宁段）建设取得

重大进展。辽宁不断加强长城文化的宣传展

示，积极推动文旅融合，让更多人走近长城、

了解长城、读懂长城。

活 化

数字技术赋能，让长城可
“云游”、可体验

北京建筑大学城市大数据应用研究中心

内，两台电脑实时显示着居庸关、黄花城等 8
个长城点位的气象和振动等信息。

“对长城进行形变、残损监测，可以及时

发现并评估墙体的损坏程度，为保护工作提

供有力支持。”北京建筑大学城市大数据应用

研究中心副教授刘飞介绍，监测数据还可以

用于制定预防性措施。

千百年来，受自然侵蚀风化、人类生产生

活和历史环境变迁等多重因素影响，万里长

城许多点位已损毁，有的濒临垮塌，有的地面

部分消失殆尽。

要治“病”，先找“病因”。过去 4年中，刘飞

带领团队在北京市怀柔区、昌平区开展了长城

环境振动灾害监测工程，在延庆大庄科长城进

行墙体研究性修缮工程——数字化信息采集

项目。在居庸关长城安装北斗监测设备时，近

乎 20米的高差让安装工作异常困难。工作人

员背着沉重的设备，一点一点挪到安装位置。

安装设备、调试参数……经过几个小时的紧张

忙碌，当看到后台呈现正常运行的曲线时，刘

飞和同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此外，团队利用无人机倾斜摄影技术获

取了 352 公里北京长城的 3—5 厘米分辨率影

像，制作了精细的正射影像和实景三维模型，

构建了约 100 公里长城残损情况的数据库。

利用深度学习算法，开发了残损智能化识别

模型，自主识别达到 80%以上正确率。

“越来越多科技手段的应用，使长城‘延

年益寿’。”刘飞说，团队正在完善数据库，预

计今年年内，北京地区的砖石质长城将全部

完成航拍监测和数字三维建模。

数字科技手段的充分利用，为长城保护

赋能，使得长城保护由“被动的抢救性保护”

向“主动的预防性保护”转变，还为游客“云

游”长城创造了更多可能性。

位于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的金山岭长

城 ，是 长 城 国 家 文 化 公 园 建 设 试 点 单 位 。

“2020 年起，金山岭长城景区将杏花节由线

下‘搬’至线上，把‘杏花春雨润长城’的美景

呈现给网友。连续 4 年，‘云游金山岭’话题

阅读量等超过 1.3 亿人次。”金山岭长城文物

保护中心主任郭中兴说。

甘肃依托敦煌研究院等建立的“国家古

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突

破并掌握了包括锚固灌浆加固技术、支顶加

固技术在内的一系列土质长城保护关键技

术，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保护理论和工艺技

术 规 范 ，成 为 长 城 保 护 的 重 要 技 术 支 撑 。

2015 年以来，甘肃在研和新立项省级以上相

关科研课题共 12 项。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玉坤团队于

2018 年开展了“长城全线实景三维图像”采

集工程，用时 4 年对明长城进行全线三维测

量工作，采集到 200 多万张实景图片，并建立

了长城全线实景三维数据库。

2022 年 初 ，团 队 将 三 维 航 测 成 果 整 理

后 做 成 展览，在天津博物馆展出。“数字化

实现长城的全段实景化、沉浸式公众展示。”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特聘研究员李哲介绍，天

津长城的各处资源、特色遗存、沿线风光都

能够通过 5 面屏的座舱包围式动态影像和

专 业 解 说 展 示 ，让 公 众 仿 佛 身 临 其 境“ 飞

越”长城。

（本报记者施芳、史自强、刘洪超、龚相

娟、宋朝军、翟钦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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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北京八达岭夜长城。 陆 军摄

图②：河北承德市，工人在维修金山岭长城。

王立群摄

图③：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工作人员利用

无人机对长城遗址进行倾斜摄影 3D 建模。

王泽浩摄

图④：祁连山雪峰与嘉峪关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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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粟绍军领着记者去看示范片区今年新扩建的育秧工厂。

早稻秧苗移栽后，连绵的大棚里显得格外空旷。工厂化育秧

好处多：撒土、播种、洒水自动化，水肥灌溉一体化，病虫害也

比传统方式少。粟绍军掰着手指头介绍：“加大集中育秧推广

力度，调整株距合理密植、低茬收割减少损耗……精耕细作依

然大有提升空间。”

广袤田野上，活跃着青春的身影。田埂上遇见陈帅宇，这

名 90 后返乡大学生步履匆匆，“与几家农机企业谈好意向合

作，今年要在示范片区新建农机零配件仓储点和快修站，让农

机维保更便捷。”

陈帅宇牵头成立的亿泽水稻专业合作社，发展社员 300
多人，2023 年社会化服务面积累计超过 5 万亩。“今年社会化

服务面积增加了 4000 多亩，合作社又多了 3 名年轻社员。”陈

帅宇说，“我们‘新农人’，更要当好‘兴农人’！”

（上接第一版）

在示范园区带动下，2023 年，巴彦淖尔市粮食总产量达

58.89 亿斤，比上年增加 7200 万斤；建设各级各类农业科技示

范区、示范片 113 个，集中展示推广 31 个大类 95 个优良品种

以及 26 项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全市各类示范区农作物产量增

加 10%至 15%，亩均降本增效约 300 元。

轰鸣声中，一台农业无人机在示范园区升空，沿设定路线巡

查禾苗长势。操作室内，仅有一名工作人员紧盯大屏幕上的巡

田画面，并实时监测气象信息、土壤状况、施肥建议等。

“今年，园区将运行无人农场管理系统，通过卫星遥感、

无人机巡田、土壤养分速测仪等采集田间数据。何时浇水、

浇多少水、缺哪些肥，可实时提醒，使田间管理更科学、精

准、高效。4000 多亩耕地仅需 4 人，进一步实现降本增效。”

白恩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