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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利用文化遗产 传承创新历史文明
——郑州市文物局工作回顾

本报记者 左丽慧

行业助郑

世界文化遗产“天地之中”历史建筑之观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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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扎实的基础研究工作，使
得郑州文化遗产资源蕴含的核心价
值日益明晰，文物工作思路更加明
晰。”任伟告诉记者，2004年，郑州被
中国古都学会认定为中国八大古都
之一；2010 年，登封“天地之中”历
史建筑群申遗成功，郑州历史文化
遗产的核心价值引起了国内外学术
界的广泛关注。

2012 年《郑州大遗址片区保护
利用战略规划》概括出郑州地区是
东亚现代人出现到农业起源的核心
地区；是华夏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核
心地区；是中国统一王朝最早定都
之地，是中国城市文明最早走向繁
盛的核心地区；郑州地区是华夏传
统文化体系形成发展与多元文化汇
聚交融的核心地区。郑州文化遗产
的独特价值已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
的广泛认可。

“随着郑州文化遗产的核心价
值的日益明确，郑州的文化形象也
日渐清晰，保护展示这一核心价值、
塑造城市文化新形象、提升城市文
化软实力的工作思路也更加坚定。”
任伟表示，目前我市正在围绕《战略
规划》编制《郑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规划》、《郑州大遗址片区保护利用
总体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大遗
址保护三年行动计划”确定的重要
遗址的各项工作正在顺利推进。郑
州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厚积薄发，
前途光明。

有为才能有位。郑州文化遗
产的独特价值和保护利用的扎实
工作，赢得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
的广泛支持，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
作地位不断提高。为了保护郑州
老奶奶庙遗址，二七区政府调整
60 亩土地，由郑州市文物局建设
老奶奶庙考古遗址公园和东亚现
代人起源研究中心；管城区政府为
了推进郑州商代都城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建设，专门规划了新商城组
团，设立专职指挥机构。郑州市
委、市政府更是把郑州文化遗产保
护利用工作提高到郑州区域发展
战略的高度，在编制、经费方面不
断加大投入力度。值得一提的是，
2014 年，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中，郑州市委把文化遗
产保护落实情况列入重点督查的
七个问题之一。可以说，郑州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迎来了最好的发展
期。

任伟还告诉记者，郑州市加强
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众多举措，促
进了保护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一
是保护管理机构建设得到加强。目
前，各县（市、区、管委会）都成立了
专门的文物保护机构，人才结构得
到显著改善。二是初步建立起了以
文物保护法规体系为支撑、各级政
府为主体、文物部门为核心、各职能
部门协调联动的大遗址保护管理工
作体系。”任伟提出，建设项目控制
性详细规划的联审联批机制，将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前置，实现了城市
规划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有
效衔接，有效规避了大遗址保护在
城市建设中的风险；独具特色的网

格化管理体系，将文化遗产保护管
理工作延伸到了乡（镇）、村（社区），
建立起了反应快速、责任明确的基
层大遗址保护网络，连续多年实现
了“文物安全年”，“此外，我们坚持

‘规划先行’，保护管理工作更加科
学、规范。《城市“紫线”规划》、《郑州
新区文物保护总体规划》等区域性
整体文物保护规划的编制，实现了
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的无缝对接；
而《郑州商代都城遗址保护规划》等
单体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的编
制，则为保护展示利用行为提供了
具体指导，确保各项工作更加科学、
规范。”

可喜的是，随着“4·18古迹遗址
日”、“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文
化遗产日”等节点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的宣传活动的开展，文化遗产保
护已成为社会共识。特别是 2012年
中国文化遗产日主场城市等大型活
动在我市的成功举办，极大地增强
了市民的文化自豪感和归属感。“带
孩子到博物馆参观和参加一些活
动，我们才认识到所生活的这片热
土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
遗产！”今年的文化遗产日活动中，
市民常女士带着 10岁的儿子参观郑
州博物馆，在文化志愿者的积极宣
传下，她当即表示，今后一定会增强
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意识，主动参
与到保护传承工作中来。

“回顾我们的文物保护工作，
随着各项工程的顺利实施，文化遗
产保护日益显示出促进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的突出效益。”任伟列出
了这样一组数据：2010 年登封“天
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遗成功，当
年游客数量就比前一年增加 10%，
达近 800 万人次；截至 2014 年，每
年的游客增长率都在 10%左右，国
际游客也明显增。更为重要的是，
申遗成功，促进了登封市经济发展
模式的转换步伐。在郑州市规划
委员会会议刚刚通过的《登封世界
历史文化旅游名城概念规划》中，
登封市确立了依托“天地之中”历
史建筑群，以发展文化旅游为主
导，逐步淘汰高污染、高耗能资源
依赖型产业的经济发展模式。

记者也了解到，郑州商代都城
遗址所在区域是郑州的老城区，也
是郑州市最大的棚户区，居民多为
低收入阶层。由于遗址保护控制，
居民居住环境长期得不到改善，生
活环境十分恶劣。2010 年，郑州市
启动郑州商代都城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商都博物院片区和夕阳楼片区建
设，投入 5 亿元进行棚户区拆迁安
置。经过两年建设，占地 20 万平方
米的遗址公园已经对外免费开放。
疏林绿地映衬着巍然屹立、雄浑沧
桑的古老城墙，昔日的棚户区已经
成为文化氛围浓厚、环境优美的城
市新景观……

和商城遗址公园带来的效应相
同，以郑韩故城遗址、大河村遗址、
巩义宋陵为代表的一批文化遗产保
护展示工程的实施，也改善了当地
居民生活、提升了城市形象，文化遗
产保护真正实现了惠及民生。

郑州地处中原腹地，位居“天地之中”，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域内文化遗产丰

富多彩，文化积淀深厚凝重，文物保护任务艰巨，传承创新潜力巨大。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郑州市文物

保护工作走过了怎样的历程、在郑州经济社会发展中承担着怎样的重任、发挥着什么样的巨大作用？

在本报创刊65周年暨党的93岁生日之际，记者采访了文物保护行业的相关人员。

回顾郑州市文物工作，市文
物局局长任伟颇有感慨。

“郑州市文物保护工作走过
了不平凡的 60年。60年来，郑州
市文物保护工作从零开始，逐步
得到加强，一大批珍贵的文化遗
产得到了科学的保护和有效的传
承，文物保护事业已成为我市经
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价值。”
任伟表示，在这种背景下，市委、
市政府站在历史的高度、本着对
历史文化遗产负责的态度，在全
市行政机关普遍减员、缩编的情
况下，审时度势，于 2010 年组建
成立了郑州市文物局。

自成立至今 5 年来，市文物
局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以清醒的历史责任感和高度的文
化自觉，紧密围绕文化遗产核心
价值的深入挖掘和展示，凝聚社
会共识、加大资金投入、注重顶层
设计、创新规划思路、破解文化遗
产保护利用难题，将丰富的遗产
资源转换成为郑州打造中原经济
区核心增长极、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构建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宝贵
财富，走出了一条符合郑州实际、
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之路。

“主要来说，我们主要做了 7
个方面的工作。”任伟介绍，首先
是重视基础研究、凝聚社会共识。

市文物局从基础研究做起，
深入挖掘本地区文化遗产蕴含的
核心价值，以核心价值凝聚社会
共识，夯实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
作的学术基础和社会基础。

2004 年以来，郑州市分别成

立了郑州古都学会和郑州嵩山文
化研究会，2010年又整合两个学
会资源，成立了郑州中华之源与
嵩山文明研究会。并将原郑州市
城市文化研究所升格更名增编为
副县级的郑州市嵩山文明研究
院，作为学会的常设办事机构。

2013年，在郑州市委、市政府
的支持下，社会各界和企业踊跃
捐款，设立郑州嵩山文明研究基
金，将每年的基金收入用于研究
会的课题资助。学会聘请国内外
相关领域知名专家成立学术委员
会，紧紧围绕本地区文化遗产资
源，确定研究计划和研究课题，通
过课题申报、重大课题定向委托
等方式，广泛吸纳国内外智力资
源。截至 2014年，已经立项研究
课题150多个，委托重大研究课题
5个，产生了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
学术成果。此外，由我市考古发
掘机构承担的大师姑遗址、唐户
遗址、娘娘寨遗址、李家沟遗址、
望京楼遗址、老奶奶庙遗址等考
古发掘，连续获得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是目前全国入选项目最
多的地区，在全国文物界、考古界
引起极大反响。

为妥善处理城市发展与文化
遗产保护的关系，市文物局坚持
规划先行，实施科学管理。

在宏观层面，先后组织制定
了《城市“六线”规划》、《郑州大遗
址片区保护利用战略规划》，并将
其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
部分，以实现城市规划建设与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有效衔接、和
谐共生。具体到单个的文物保护
单位的保护工作，则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文物局相关要
求，在进行必要的考古工作的基
础上，委托相关资质单位编制了

《“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文物保
护规划》、《少林寺建筑群保护规
划》、《郑州商城保护规划》等数十
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规划及
保护展示方案，并严格履行报批
手续，确保我市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工作更加科学、规范。

市文物局还实行项目带动，
打造重点工程。“为发挥重大项目
的带动示范作用，我们近年来以
入选国家文物局‘十二五’150处
大遗址的郑州商城遗址、大河村
遗址、新郑郑韩故城、巩义宋陵、
新密古城寨、登封王城岗遗址等6
处大遗址为重点，实施了保护展
示工程，有效改善了大遗址的生
存状况和周边环境，还文化遗产
以尊严，打造城市靓丽名片。”任
伟介绍，我市先后投入近 10亿元
用于郑州商城遗址周边拆迁、环
境整治和本体维修，投入近6亿元
用于郑韩故城本体维修及节点建
设，投入近1亿元用于大河村遗址
博物馆陈列提升和二期建设。

此外，市文物局还多方争取、
筹集资金，按照“修缮一处、开放
一处”的原则，组织完成了郑州清
真寺、新郑凤台寺塔、卧佛寺塔、
白氏祠堂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
护维修方案的编制，并实施纪信
庙和城隍庙维修、郑州文庙大成
殿抬升及城隍庙戏楼维修、荥阳
秦氏旧宅维修、中牟寿圣寺双塔
维修、新密超化寺本体维修等数
十项保护维修工程，在有效改善
文物保存现状的同时，也通过对

外开放，充分发挥了遗产资源应
有的价值。

开展文物保护工作，法制建设
是基础。为守牢安全底线，市文物
局先后制定颁布了《嵩山历史建筑
群保护管理条例》、《郑州商城保护
管理规定》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
严格坚持文物执法，确保文物安
全。与郑州市公安刑侦、治安和消
防等部门建立了联合工作机制，挂
牌成立了郑州市文物稽查大队警
务室，建立文物行政执法联动机
制，规范行政执法，四次蝉联全国
文物执法案卷评比最高奖。同时
结合“网格化”管理体系建设，将原
来的市（县）、乡、村三级文物保护
网络体系整合进市、县(市)区、乡
(镇)办、村(社区)四级联网的社会公
共管理信息平台，实现了文物保护
网络体系的信息化管理及市域文
物保护全覆盖。

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市文物
局积极完善博物馆网络，提升公共
服务功能。“目前，我市初步形成以
国有博物馆为主体、非国有博物馆
为补充的博物馆网络体系。全市
现有各级各类国有博物馆 10家，
民营博物馆12家。”市文物局博物
馆处处长王景杰介绍，同时，通过
功能升级改造，加强软硬件建设，
大大提升了博物馆的服务水平。
目前郑州博物馆为国家一级博物
馆，其基本陈列《古都郑州》荣列全
国十大博物馆精品陈列。

北京时间 6 月 22 日，中国大
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这正是市文物局申报世界文
化遗产，打造靓丽城市名片的主
要举措。“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既是
保护文化遗产的重大决策，也是
功在当今、泽及后代的民心工程、
德政工程。”市文物局遗产处处长
张翼介绍，为促进文化遗产的保
护工作及当地社会经济的全面发
展，我市采取多种措施，全面推进
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登封

“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和中国大
运河先后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
录，“天地之中”和“中国大运河沿
线城市”也成为古都郑州靓丽的
城市新名片。

“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对形成
‘保护遗产、人人有责’的良好社会
氛围，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有着积
极的作用。”记者从市文物局信息
中心了解到，文物局一方面大力加
强郑州文物网的建设，丰富网站内
容，畅通沟通渠道，搭建了对外宣
传和交流的平台；另一方面，利用

“4·18古迹遗址日”、“5·18国际博
物馆日”、“中国文化遗产日”等节
点，组织举办诸如驻华大使走进河
南文化遗产、2012年中国文化遗产
日主场城市等大型活动，以及文化
遗产进学校、进社区等形式多样的
宣传，让文化遗产融入市民生活。

走郑州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之路

增强群众保护意识
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