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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场夏雨唤醒了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一塘

睡莲，一旁的稻田生机勃发。田地里，几名农

民躬身打理着庄稼。

遗址公园建成后，世代居住于此的村民

回来了，继续耕作在五千年前先民耕作过的

土地上。这很符合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

院长徐天进的理念，“遗址和所在地的居民，

应该有最密切的关系”。

千年岁月如逝水，映照出时空交错的叠

影，流淌着今夕何夕的和声。徐天进说：“中华

五千年文明史其来有自，良渚就是实证。”

“不要放过任何一处
小小的考古发现”

徐天进祖籍浙江永康，小学毕业后，跟随

父母到陕西生活。1974 年，陕西临潼的农民

偶然间发现了秦始皇陵兵马俑，地点离当时

徐天进就读的新丰中学不远。徐天进总是在

下课后骑车去发掘现场看。“那时对考古没有

什么概念，但觉得有趣，所以填报大学专业志

愿时，优先填报了考古专业。”徐天进说。

1982 年，徐天进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考

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考古学家邹衡，

钻研商周考古。当时，邹衡正带考古专业本

科生在山西曲村遗址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徐

天进也参与其中。

徐天进记得，当时由于经费有限，给发掘

现场和出土文物拍照时，大家都生怕多用胶

卷，想尽法子蹲着拍、跪着拍、趴着拍，一张张

计算着拍。“那时的考古工作者，一辈子没有

留下几张工作照，因为根本舍不得用胶卷来

拍人。”

2003 年 12 月，徐天进带领学生在陕西岐

山县周公庙附近发现先周时期的两片刻辞甲

骨。通过这两片先周甲骨，他揭开了周公采

邑——周公庙遗址的神秘面纱，也正式开启

了大周原考古的实践历程。随着一座座城

址、大型聚落的发掘，密集的先周、西周遗址

群相继现世，周人先祖“率西水浒，至于岐下”

的开拓历程日渐清晰，我国先周、西周考古迎

来了重要的转折与突破。徐天进将研究视角

从单个遗址点拓展到更广阔的范围，构建了

一个视野宏大且内在关系紧密的研究体系，

开创性地提出了“大周原考古”的理论。

徐天进常说，考古是一门“技术+学术”

的学问，“考古要同时握着铲与笔”。对待任

何历史遗迹的研究，他都尽可能做到精益求

精。“不要放过任何一处小小的考古发现，要

放眼更宏大的历史背景，探究无尽的可能。”

他一直记着邹衡的教诲，也将这种态度传给

了自己的一批批学生。

“我想让更多人感到，
文物并非那么神秘”

数十年来，徐天进取得了一系列考古成

果，但他的脚步始终不曾停止。

徐天进是国内较早组织和推广公众考古

的学者，他希望能推动考古事业走入群众尤

其是青少年的生活。

“在发掘现场，经常里面干得热火朝天，

外面对此却一无所知。”回想起少年时骑车看

发掘现场的经历，徐天进不禁想：“如果一个

孩子连自己脚下挖出了什么文物、是怎么挖

出来的都不知道，长大后怎么会关心考古和

文物保护工作呢？”

2008 年，他推动组织北京大学全国中学

生考古夏令营。当初参加夏令营的学生，如

今有人读了考古学博士，有人成了考古专业

的老师。徐天进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书稿，

他校阅得很仔细。“参加考古夏令营的孩子把

日记和感想集成了一本书，我还欠他们一篇

序言。”徐天进摩挲着书稿笑着说。

从事考古的年头越久，徐天进越是感到，

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不能光靠考古队和博物

馆。只有让考古由神秘变为亲切，让文物由

刻板变为有趣，才能把更多人吸引过来。

徐天进会把自己手绘的文物三视图配上

文字说明，发到朋友圈。“没想到，一下子就吸

引了不少年轻人。”徐天进说，现在有越来越

多人“追更”，他也乐此不疲，“我想让更多人

感到，文物并非那么神秘。”

“我不仅要守好良渚
这扇门，还要让它开得更大
更敞亮”

2022 年春天，已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

院退休的徐天进来到良渚，受聘成为良渚博

物院（良渚研究院）首位外聘院长。

上任时，徐天进说自己是来“守门”的：

“我不仅要守好良渚这扇门，还要让它开得更

大更敞亮，让更多人都愿意走进这扇通向中

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大门。”

“良渚博物院已经成立 30 年了。三十而

立，立起的，应该是什么？”这是徐天进思考最

多的问题。

两年下来，他渐渐有了自己的答案：“要

在每一位前来参观的观众心中，树立起对五

千年中华文明的自豪感。”

徐天进策划了一系列展览，比如，让观众

成为文物摄影师，也让观众的摄影作品成为

下一次展览的主背景板。他的新想法层出不

穷，良渚博物院二期建设、良渚文化大走廊规

划……他还畅想过“良渚号”高铁和航班，舱

内读物是良渚的图录，就连扶手和行李架都

是文物的造型。

良渚博物院与相关机构联合出版了盲文

版图书资料，将良渚的文物以浮雕的形式呈现

在铜版纸上，让盲人观众能够通过触摸感知先

人的智慧和匠心。大家参观展品时流露出的

兴奋、惊讶和喜悦，让徐天进感到欣慰和幸福。

徐天进说，过去常有人问起考古的用处，

如今面对越来越多来良渚“打卡”的观众，他

觉得，“文物就像压在箱底的小学作文本和奖

状。长大后，人们或许会忘了它们，但小时候

的奖状往往能够解释你何以成为今天的自

己。我们的责任就是，用文物和展览唤起远

古的记忆，把中华文明数千年前的奖章展示

给今天的人们。”

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院长徐天进从事考古研究40余年——

“考古要同时握着铲与笔”
本报记者 刘军国

当绯红的晚霞从天际消失，

山西平顺县东寺头乡七子沟村渐

渐 沉 静 下 来 。 王 文 吉 背 着 医 药

箱，拐进了王大爷家的小院。王

文吉用棉花蘸了酒精，点上火往

玻璃罐里一转，利落地按在王大

爷腰上。拔了火罐，王大爷腰疼

的老毛病缓解不少。

王文吉是七子沟村的村医，

今年 58 岁，平头，肤色黝黑，面堂

上的皱纹深如沟壑，说起话总带

着淳朴的笑。通往村民家中的山

路，他已经走了 40 年……

“在父亲的言传
身教中，我明白了何为
医德”

七 子 沟 村 地 处 太 行 山 脉 深

处，山高路险。王文吉的父亲王

康 生 是 当 时 村 里 唯 一 的 赤 脚 医

生，常常徒步翻过几座山，一走就

是数十天。

初中毕业后，王文吉开始跟

着父亲学中医。“父亲走到哪儿，

我就跟到哪儿。”王文吉说，有一

次，听说有村民不慎从山坡上跌

倒，受伤严重，父亲带着他一路小

跑上了山。父子俩跪在地上给村

民检查伤情、处理伤口。一个多

小时后，王康生起身时，险些站不稳，双膝跪出了淤青。“在父

亲的言传身教中，我明白了何为医德。”王文吉说。

王文吉有一本医学小册子，书页早已泛黄。“以前，父亲让

我背这本书，每天都考。”王文吉笑着说，每天早晨，父亲都会

给他讲解中药药性、用法用量，并要求他熟记。王文吉常常背

到深夜，书搭在脸上就睡着了。

跟着父亲干了三四年，眼见同龄人都外出务工，王文吉心

里忍不住打起了退堂鼓。“都走了，村民谁来管？”父亲忍不住

发了火，也点醒了王文吉。

王康生退休后，王文吉成为村里唯一的村医。在父子俩

接力守护七子沟村的几十年里，他们见证了村卫生室的许多

变化：从一间毛坯土房，到 60 平方米标准化村卫生室；从需要

自掏腰包添置设备，到各类常用药品一应俱全……

2020 年，黄崖沟村、谷恋铺村并入七子沟村。王文吉要

负责的患者更多了，要跑的距离也更远了。平顺县卫体局给

每个村卫生室配备了一辆电动车，王文吉骑着电动车穿梭于

山野之间：“出门看诊可比以前方便太多哩！”

“乡亲的健康，就是我的责任”

“文吉，你赶紧来。”一个冬天的傍晚，七子沟村村民李用

成见老伴石绣兰满脸是汗，浑身打颤，赶忙给王文吉打电话。

王文吉拎着医药箱就出了门，正逢大雪，只能步行。天色

已暗，王文吉不小心滑倒了，摔到了胯，还扭伤了手指，他坐在

雪里缓了缓，然后一步步挪到李用成家给石绣兰看病。

多年来，村里老人们只要觉察身体不舒服，第一反应就是

找王文吉。石绣兰今年 72 岁，每次王文吉入户看诊结束，她

都拉着王文吉留下来吃饭。“这么多年了，只要我打电话跟他

说难受，不管早晚，他都跑来给我瞧病。”石绣兰感激地说。

在七子沟村，65 岁以上老人有 118 人。王文吉每个季度

入户为村民测量血压、血糖，及时排查病情。如果发现较严重

的病情，他就及时提醒老人去县医院治疗。一旦出现急症，他

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乡镇医院，由乡镇医院派救护车抢救患者。

深夜，出诊回来的王文吉常常躺在床上合不了眼，脑子里

一遍遍想着：“药吃了管不管用？要是明天病情加重了怎么

办？……”翻来覆去琢磨上几个小时，才能入睡。“乡亲的健

康，就是我的责任。”王文吉说。

“只要村里用得上我，我就一直看下去”

午后，阳光把村卫生室的墙壁晒得灼热。今天是随访高

血压患者牛春巧的日子，王文吉把卫生室墙壁上的去向告知

牌调为“入户”，骑着电动车上了山。

牛春巧一开门，愣住了：“你咋这么快就回来了？”王文吉

不说话，只呵呵地笑着。原来，王文吉的女儿想让父亲跟自己

到县城住一周。可过了三四天，王文吉就要提前回村：“不行

不行，我得赶紧走，有村民打电话找我了！”

随访了一下午，回到村卫生室后，王文吉戴上老花镜，在高

血压患者管理台账上写下村民的血压数值。随后，他走到电脑

前，打开国家医保系统网站页面，左手指着本子上的拼音，右手

单指敲击键盘，帮前两天购药的村民进行登记报销工作。

卫生室装上电子医保系统后，王文吉花了三四个月自学

了电脑操作和医保系统使用方法，他把每个药品名称写在本

子上，让村里的孩子帮他挨个儿标注上拼音。“人老了，只能用

这种‘土办法’办公。”王文吉笑道。

听说王文吉还有两三年就要退休，很多村民坐不住了。

“大伙儿都舍不得他退休，希望他多干一段时间，培养个好的

接班人，咱们就安心了……”说到动情处，李用成眼里噙着泪。

“退休以后，只要村里用得上我，我就一直看下去。”王文

吉说，他和大伙儿结下了亲人般的感情。对于王文吉而言，即

使脱下这身白大褂，责任也一直都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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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吉（左）在为村民测量血压。 贾笑梦摄

本版责编：白之羽 宋 宇 张鲁阳

人物小传

徐天进，1958 年生，浙江永康人。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

学院教授。他扎根商周考古 40 余年，先后参与并主持多项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

作，发表论文 30 余篇。近年来，他致力于推动考古走向大众，曾策划“郁郁乎文哉：西周晋

国玉器精品展”等备受欢迎的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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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中学生考古夏令营、制作青铜铭文

帆布袋、策划观众能够深度参与的展览……

徐天进致力于推进公众考古，揭开考古的神

秘面纱，让考古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在徐天进看来，考古学家既要发掘文

物、探究历史，也要阐释文化、引导公众参

与其中。只有公众对考古感兴趣，吸引更

多有志于此的年轻人投身考古事业，考古

学才能后继有人。不仅如此，文物工作者

还要不断探索，创新形式，用文化感染人、

吸引人，要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

氛围，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

识和认同中华文明。

近几年，“考古热”“博物馆热”持续升

温，印证了人们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

浓厚兴趣。文物工作者顺势而为，播撒下

守护文化的点点星火，一定能更好地继承

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播撒守护文化的点点星火
张鲁阳

7月 15日，检测车行驶在包

银（包头至银川）高铁惠银（惠农

至银川）段上。当日，该线路联

调联试工作正式启动，进入工程

验收阶段。

包银高铁惠银段线路全长

约 99 公 里 ，设 计 时 速 250 公

里。包银高铁惠银段开通运营

后，宁夏石嘴山市将接入全国

高铁网。

宋佳龙摄（影像中国）

包银高铁惠银段

联调联试启动

（上接第一版）

聚焦关键
进一步打通科技和经济社会

发展之间的通道

“科研和经济联系不紧密问题，是多年来

的一大痼疾。”

破解科研、经济“两张皮”，习近平总书记

明确了方法论：“解决这一问题根本上要靠改

革”“改革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要进一步

打通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通道”。

打通通道，创新主体是“动力源”。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这项被视作“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举

措，也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改革路径。

洞庭湖畔，决口合龙。极限 77 小时抢险

救援，合龙比预计时间快了 10 余个小时。背

后，科技力量不可或缺。

沿堤水面，无人测量船来回穿梭，探查水

下地形和水流速度，为抢险筑堤提供关键水

情参数。

这艘无人测量船，来自上海华测导航技

术公司。

华测导航所在的上海市北斗西虹桥基地，

聚焦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改革目标，推

动创新要素围绕企业需求布局。企业足不出

园，就可无缝对接相关重点科研院校。

“十四五”以来，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全社

会比重超 77%，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凸显。

打通通道，创新平台是“加速器”。

中 国 创 新 挑 战 赛 已 连 续 举 办 8 届 。 在

2023浙江宁波主赛场上，13项重大技术需求吸

引 52个团队现场揭榜挑战。“过去企业买不到

想要的技术，科研人员守着成果却找不到买

家，这场国家级赛事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和科技

供给。”宁波市科技局副局长陈善福分享变化。

创新需求在哪里，改革就跟进到哪里。

中国创新挑战赛是科技攻关组织方式改革的

生动实践，采取“发榜+打擂”的方式，推进科

研成果加速转化。8 年来赛事共汇集企业创

新需求 3.4 万余项，签订意向合同 5500 多个。

重大项目组织方式改革持续深化，“十四

五”规划纲要提出，实行“揭榜挂帅”等制度。

这也是“揭榜挂帅”首次写入五年规划，9000多

万名科技工作者的创造性得以更充分地激发。

科研成果转化应用，是一道世界难题。

火热的探索连点成面、积厚成势，破题，期待

中国方案。

系统推进
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

一体改革

6 月 24 日 召 开 的 全 国 科 技 大 会 、国 家

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要增强系统观念，深化教育科技

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

合为一个部分作出部署。三者内在一致又相

互支撑，要“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形

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科技体制改革，放在教育、科技、人才“三

位一体”的框架下审视，一个递进逻辑清晰而

有力：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

人才之于创新——“人才是创新的第一

资源”“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汇聚一

流创新人才，才能凝结一流科技成果。

“不能让无穷的报表和审批把科学家的

精力耽误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讲到了科技工作者

的心坎里，更为改革标定了方向。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申报表，从 57 页

减少到了 11 页。”北京市中国科学院奥运村

科技园，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王

君将薄薄的一沓报表装入文件袋中。

报表变薄，获得感变实。4 年 3 轮科研人

员减负专项行动，以减法增活力。

通过“破四唯”竞聘，山东省农科院的“土

专家”崔凤高评上了研究员，圆了多年的心愿。

曾经“一把尺子量到底”的人才评价模

式，转向“各得其所、各展其才”。

教 育 之 于 人 才 ——“ 以 创 造 之 教 育 培

养 创 造 之 人 才 ，以 创 造 之 人 才 造 就 创 新 之

国家。”

不 久 前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给 中 国 科 学 院

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姚期智回信，希望姚期智

教授“带领大家继续探索创新人才自主培养

模式”，“打造高水平的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

基地”。

清华园内，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种子，已

然破土成长。

“让年轻人保持好奇心、充满创造力，是

我们最需要做的事。”姚期智教授说，“在‘姚

班’，学生们可以根据兴趣，广泛接触各项研

究工作。一门课、一个项目，都可能成为深耕

科研的起点。”

新时代以来，围绕创新人才自主培养，

“拔尖计划”进入 2.0 阶段，已建设 288 个基础

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强基计划”启动实

施 4 年来，39 所试点高校聚焦国家重大战略

需求，选拔培养人才……

鼙鼓声声、日迈月征，距离实现建成科技

强国目标，只有 11 年时间。

“我们要以‘十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

顽强意志，只争朝夕、埋头苦干，一步一个脚印

把这一战略目标变为现实。”习近平总书记

话语铿锵。

改革风正劲，创新潮更涌，中国号巨轮必

将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伟业的壮阔航程中，破浪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