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葛市老城镇引黄入长济许项目工地发现的
空心砖墓

突出宣传研究 提升文物保护意识

加强保用结合 推进文旅深度融合

率先“考古前置”构建全新工作模式

提高政治站位 服务全市工作大局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遗址是城市文
化建设的重要载体。许昌历史悠久，古遗址
众多且特色明显，有距今 12.5～10.5 万年的灵
井“许昌人”遗址、仰韶文化时期的十里庙遗
址、夏商时期的瓦店遗址、汉魏时期的许都故
城遗址等。

为做好文物遗址保护利用，推进文旅深
度融合，我市实施了重要遗址公园规划建设，
灵井“许昌人”遗址、汉魏许都故城、钧台钧窑
址、瓦店遗址、十里庙遗址仰韶文化等考古遗
址公园的规划和建设有序推进，使我市重要
文物古迹遗迹得到有效保护和展示。灵井

“许昌人”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编制已完成，该
规划已经国家文物局审核和省文物局核准通
过。灵井“许昌人”遗址核心区域保护展示大
棚、道路、环境、给排水等工程已基本完工，正
在筹划发掘区的保护展示和保护展示大棚内
部陈列布展等工作。汉魏许都故城考古勘探
已基本摸清了内外城墙布局、城门、城壕等，
为后续的保护规划和遗址公园规划编制打下
了良好基础。钧官窑址博物馆编制的钧台钧
窑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已经省文物局专家第一

次评审。十里庙遗址仰韶文化公园规划设计
报批方案，已经省文物专家初步评审，编制单
位正在按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即将报国
家文物局审批。许昌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
地，也是夏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我市积极
开展了夏文化调查研究，目前已完成 18 处夏
文化遗址的调查研究，摸清了各遗址的保存
现状，考古发掘研究，保护展示利用，与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村镇建设、居民生产生活行为
之间的关系，文物安全等方面的情况，有效配
合了全省文明探源进程和夏文化研究传播。
瓦店遗址是全国重要的夏文化遗址之一。除
积极配合省文物局在禹州瓦店遗址的考古发
掘工作之外，目前禹州市正在积极整治遗址
周边环境，规划建设考古工作站，全面进行遗
址考古勘探，启动瓦店遗址保护规划编制工
作，为保护利用瓦店遗址奠定良好基础。

千年文脉，代代相传。我们只有足够了解
历史，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在新的历史发展
时期，我市的文物考古工作做到文物保护和社
会发展并行不悖，厚植许昌深厚文化，不断融
合时代课题，奋力彰显许昌的人文魅力。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重要讲话精神
大力发掘保护许昌优秀历史文化遗产

——许昌市加强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侧记
本报记者 王增阳 通讯员 杨俊伟 郭彩玲

保障配合重大项目，全力服务中心工作，成
为许昌市考古工作者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一
项重要使命。在许继风电产业园、黄河工业园、
黄河科技园、郑许市域铁路、许昌市职教园等重
大项目建设中，都有考古工作者辛勤忙碌的身
影。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框架拓
展，地下文物保护工作跟随基本建设的“被动保
护”模式弊端日渐凸显。如何在做好考古工作
和服务社会发展中找到好的结合点，成为考验
全市考古工作者智慧的重要课题。

配合基本建设中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
工作是建设项目开工前进行，往往因为费用、工
期 、清 表 、协 调 等 问 题 ，致 使 考 古 工 作 开 展 困
难。遇有重要发现，无论是原址保护还是考古
发掘，客观上都会对项目建设进度产生一定影
响。因此，协调和处理好地下文物保护与基本
建设的关系,已成为日益突出和亟待解决的问
题。2016 年 8 月，许昌市在河南省率先实行“考
古前置”，破解了基本建设中的文物保护难题，
探索出了一条文物保护助推经济建设的新模
式，开创了省内先河。

考古工作前置的实质是将考古调查、勘探
和发掘工作的时间节点由项目建设开工前提前
至土地出让划拨前，考古工作费用由原来纳入

工程建设成本变成了纳入土地出让（划拨）成
本，实际上实现了由政府承担，体现出了政府保
护文物的主体责任。为保障“考古前置”顺利实
施，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强
文物考古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关于
进一步加强许昌市中心城区考古管理工作的指
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考古前置工作要求、工
作时效、工作程序。

“考古前置”实施中，文物部门与相关部门
协作到位，考古勘探及审批工作顺畅，“净地”出
让得到了有效落实，取得良好社会效应。一是
政府相关部门加强了协作配合，提高了文物部
门服务经济建设能力，进一步优化了许昌市的
营商环境。二是有效保护了地下文物，缓解了
经济建设与地下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杜绝了
未经考古勘探擅自施工建设的违法现象。三是
加快了项目建设速度，减少了用地单位在考古
方面的审批手续，减少了在拿地后考古可能发
现地下文物埋藏而增加投入的风险。“考古前
置”实施以来，我市已完成考古勘探项目 190 多
个，发现古遗址、古墓葬、古窑等遗迹现象 320 多
处，考古发掘面积 11500 平方米，出土文物 1400
余件，实现了地下文物“被动保护”向“主动保
护”的转变。

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
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
举行的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上，高度肯定了中
国考古的伟大成就，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
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
工作。这一论断对于中国考古工作具有划时代
的意义，赋予了中国考古学人更多科学探索的
使命、遗产保护担当、传承弘扬的责任。

习总书记强调，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
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
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
史场景。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
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
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习总书记就做好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提出
四点要求。一是要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
我国古代历史还有许多未知领域，考古工作任
重道远。考古学界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
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加
强考古资源调查和政策需求调研工作，提高考
古工作规划水平。要围绕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
出总体安排，集中力量攻关，不断取得新突破。
二是要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
考古学界要会同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社会、
生态、科技、医学等领域研究人员，做好出土文
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把我国文明起源和
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
面地呈现出来，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三是
要搞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考古遗迹和历
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必须保护好、利用好。要
建立健全历史文化遗产资源资产管理制度，健
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机制，增强历史文化遗产
防护能力，严厉打击文物犯罪。四是要加强考
古能力建设和学科建设。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入进行理论探索，增强中国
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影响力、话语权。要

积极培养壮大考古队伍，让更多年轻人热爱、投
身考古事业，让考古事业后继有人、人才辈出。

当我们拂开历史的云烟，探寻文明的记忆，
许昌市持续推进的考古工作，正是在不断践行
习总书记“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的要求，为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的
学术支持。

日前，许昌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组织召开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重要指示
精神座谈会，市文广旅局党组书记、局长孟照阳
就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做好我
市文物考古工作提出四点意见：一是提升思想
站位。考古工作在传承中华民族文明、增强文化
自信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作为考古工
作者，身上的责任很重，要充分认识到考古工作
的重要性，弄通学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
重要指示精神。二是强化责任担当。要把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增强
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传承中华文明、增强文化自
信上作出贡献。三是把握工作重点。要深入学
习和贯彻落实习总书记讲话精神，持续推动我市
文物考古工作实现新跨越。四是练好自身内
功。加强文物考古人才队伍建设，注重专业技术
培训和交流，保护好、爱护好考古工作者。

近年来，我市文物部门坚持“保护为主、抢
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加大
全市地下文物保护力度，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
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深入挖掘本土文物的文
化内涵，充分体现和展示文物的文化价值，使许
昌考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市文物部门积极配合国家、省、市建设项
目，依法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扎实
做好基本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支持和服务
全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有效保护了我市丰
富的地下文物资源。由于文物保护成绩突出，
许昌市文物考古研究管理所被省文物局表彰为
河南省重点项目建设文物保护先进单位。

加强考古宣传是推进文物保护工作、提
高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的有效手段。在时代
的发展中，考古工作神秘的面纱在不断深入
的宣传工作中，逐渐被揭开。公众希望能更
多地了解考古，了解厚重的历史和灿烂的文
化。考古宣传教育，使公众更加深入地了解
和认识文物保护的巨大价值和作用，使他们
从思想上和行动上积极主动地参与文物保
护。我市文物部门一直以文物保护为抓手，
积极开展文物法律法规宣传，不断增强公众
文物保护意识，完善文物考古研究工作服务
社会的功能，逐步实现由原来的“闭门考古”
向“大众考古”的转变。

在实际工作中，我市文物部门利用“国际古
迹日”和“文化遗产日”开展宣传活动，广泛动员
社会力量，采取在文物保护单位及周围悬挂横
幅、设置宣传栏、发放宣传页、入户宣传等方式，
集中开展文物保护入机关、入企事业单位、入校
园、入社会、入村、入户的“六入”活动。我市文
物部门还定期开展送文物法律法规知识、文物
保护知识、考古知识和出土文物图片展览进工
地、进社区活动，为全市文物事业发展营造良好
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深入开展公众参与考古
活动，邀请市民、中小学生走进考古发掘工地，
体验考古发掘，了解考古发掘知识，让考古走近

公众，让公众体验考古的魅力。
我市文物部门不断增强课题科研意识，注

重开展科研课题研究，主动与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开展科研项目合作，拓宽与专业院校的
合作，不断拓展考古研究领域，与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联合完成了国家大型建设项目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许昌段主干渠和支流、西气东输、
京港澳高速、京广高铁等大型重点项目的考
古勘探和考古发掘工作；与河南大学联合完
成了禹州阎寨遗址主动性考古发掘课题；出
版了《禹州新峰墓地》《淅川蛮子营墓地》《禹
州崔张与酸枣树杨墓地》《许昌市考古勘探报
告集（2015-2016）》等，为许昌的考古学及三
国文化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科学资料。

寻根溯源，以史育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在国内外多个场合，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0 年 9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

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

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当我们将目光转回许昌，沿许昌厚重历史往前回溯，10 余万年前，中国现代人类起源中的重要一环——“许昌人”就生活于此。以此为时间起点，

在广袤的许昌大地，瓦店遗址记录着龙山文化的早、中、晚期文明遗迹，鄢国故城遗址无声讲述着“郑伯克段于鄢”“晋楚鄢陵之战”“唐雎不辱使命”等

动人故事，汉魏许都故城遗址则成为许昌恢宏三国历史最有力的注解和说明。

历史的车轮，改变了大地的模样，也塑造着新的辉煌。地上是蓬勃发展的“智造之都、宜居之城”，地下是沉睡的秦砖汉瓦、百代风华。伴随着一

次次考古发掘，出土一件件珍贵文物，人们仿佛打开一扇扇掩蔽的大门，揭开一个个历史的谜团，也更加了解了许昌人脚下的这片热土。

许昌智能装备产业园项目工地发现的古窑址许昌智能装备产业园项目工地发现的古窑址

南水北调工程禹州新峰墓地出土的彩绘陶壶南水北调工程禹州新峰墓地出土的彩绘陶壶

许昌十王墓地出土的画像砖许昌十王墓地出土的画像砖

许昌文峰城市花园项目工地出土的钧瓷盘许昌文峰城市花园项目工地出土的钧瓷盘

长葛市佛耳湖镇九牛站郑万高铁项目工地长葛市佛耳湖镇九牛站郑万高铁项目工地
出土的铜壶出土的铜壶

市文物部门在建安区马庄遗址考古发掘工地组织公众考古活动市文物部门在建安区马庄遗址考古发掘工地组织公众考古活动

市文物部门开展考古及文物保护宣传活动市文物部门开展考古及文物保护宣传活动

灵井灵井““许昌人许昌人””遗址保护展示大厅遗址保护展示大厅 （（本版图片均由许昌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提供本版图片均由许昌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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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塘坊李新家园项目考古发掘现场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塘坊李新家园项目考古发掘现场（（航拍航拍））
许昌市许由路喜悦苑项目工地出土的镇墓兽许昌市许由路喜悦苑项目工地出土的镇墓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