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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珍绽华彩 文脉续辉煌
——郑州市“十三五”时期文物保护工作回眸

本报记者 成燕 通讯员 李生刚 潘振萍 赵鹏 王羿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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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阐释文物内涵价值

“十三五”是新时代文物事业全面改革发展的重要时期。全市文物系统围绕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注重加强文物基础研究工作，
不断挖掘阐释文化遗产蕴含的核心价值，推动文物工作积极融入社会、融入生态、融入民生。

市文物局先后立项研究课题、委托重大研究课题以及联合中科院等科研院所开展科研项目 200多个，选派专家积极参与文物
领域国际交流合作和国家“中华文明走出去”工程。2016年成功举办“中国首届考古学大会”；2017年、2019年成功举办第

一、第二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论坛永久设于郑州。“亚太地区都城遗址与历史城市保护研讨会”等十多个系列大型国际学术会议
在郑州成功举办或落户，进一步夯实郑州文物工作的智力保障，凝聚了社会共识。此外，《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

工作的实施意见》等十多个文件先后出台，为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供了有力政策支持。

讲好厚重郑州“黄河故事”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如何讲好新时代郑州“黄河故
事”？为积极谋划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建设，我市确立“华夏之根、黄河之
魂、天地之中、文明之源”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战略地位，启动全域文物保护利用核心示范
区规划建设，编制《郑州市黄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专项规划》《郑州市全域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总体
规划》，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国内文物、旅游、规划行业知名院校专家联合评议和修改完
善。同时重点推进商代王城、黄帝故里、河洛汇流、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荥阳故城文化遗产保护
利用和大运河文化带、黄河文化遗产廊道、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一批重点文博项目建设，与开
封、洛阳联动，让“三座城、三百里、三千年”的历史文化景观串珠成线，打造世界级黄河文化旅游带。

按照市委市政府“文化强市”战略部署，市文物局高起点谋划构建沿黄文化带、环嵩山文
化带和中心城区文化板块构成的“两带一心”城市文化总体格局，同时持续推进以大河村遗
址为引领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体系建设，积极构建以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黄河国家
博物馆、西山遗址、河洛古国、青台遗址、汉霸二王城、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和中原考古
研究展示中心为支撑的沿黄生态文化带新格局。环嵩山文化带主要布局以新密新
寨、新密古城寨、登封王城岗阳城遗址为代表的农业文明国家文明起源展示区，“天地
之中”历史建筑群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展示区和巩义三彩陶瓷、宋陵、石窟寺、康
百万庄园为支撑的唐宋明清历史文化展示区。中心城区文化板块主要以郑州商代
王城遗址、郑州第二砂轮厂旧址、二七塔和二七纪念堂等为支撑的中心城区文化核
心区，充分发挥古都郑州在展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主线中的特色优势，不断提升
黄河文化的全球吸引力、辐射力和感召力。

领先推行“生态保遗”新模式

俯瞰古都郑州，一边是古老而厚重的文化遗址，一边是现代而
时尚的城市生活，二者如何和谐共生？“十三五”期间，郑州市在全国

率先探索出“生态保遗”新模式，大力开展遗址生态文化公园建设，使
古遗址融入现代生活。该创新实践得到国家文物局充分肯定，《中国文物报》曾进

行深入报道，新华社也对此进行关注，省市领导专门作出重要批示。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市筹建、新建遗址生态公园总数达到107处，绿化面积近万

亩，已成为广大市民文化休闲的重要空间。
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古今辉映。一个个融历史文化与优美风光为一体的遗址生态公园

成为人们休闲游乐的好去处。不少市民告诉记者，近两年，郑州越来越多遗址生态文化公园相
继建成开放，让大家在欣赏美丽风景的同时，领略了古都郑州厚重的历史文化，感受了辉煌灿烂

的黄河文明。
据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任伟介绍，生态保遗项目选址依托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内涵

丰富，独具郑州特色；项目资金坚持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原则，用足用好支持政策，积极吸引社会
力量参与，逐步建立起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投融资方式。项目设计与建设在确保文物安全

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土地、规划、群众生活、后期管理等多重因素，最大限度地发挥遗址生态文化公园传
承文化、服务社会、优化环境、带动发展的积极作用。

率先实施文物考古前置改革

考古发现不仅能展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
络，探索未知，揭示本源，而且能展示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
和在人类文明体系中的特殊贡献。

为做好城市建设中的文物考古工作，更好服务城市发展，2018
年 1月 1日，市文物局在市政府决策倡导下试水将国有土地开发建设
中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置改革，市政府研究出台《关于招标拍卖挂
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置改革的实施方
案》，将建设用地“先出让，后考古”的传统做法改为“先考古，后出让”
模式，变过去被动跟进为提前主动完成，在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
挂牌出让前，提前实施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和完成审批手续，真
正实现“净地”挂牌出让，更好地促进了文物保护和城市经济建设协
调发展、互利共赢。郑州市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试点实施考古前置改
革这一创新做法既能切实从源头上实现文物保护利用，又在战略层面
配合了城市发展，得到国家文旅部、文物局、自然资源部等部门充分肯
定。2018年 9月，河南省政府发文，将郑州市考古前置改革经验做法
在全省推广。2018 年 10月，中办、国办出台的《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
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吸纳了郑州考古前置改革经验。

全面提升博物馆公共服务水平

博物馆是历史的保存者和记录者，也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按照《郑州市博物馆事业三年行
动方案（2019—2021年）》，到2021年，全市计划完成建设100家以上博物馆的战略目标。
放眼全市，建筑面积14.7万平方米的郑州博物馆新馆以历史文化为主线，结合陈列展厅现代展示手段的运用，全方

位展现华夏民族的源远流长、中原文明的博大精深、古都郑州的历史轴线。郑州市商都遗址博物院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总建筑面积
7.5万平方米，将于2021年建成开放。我市还积极推进郑州樱桃沟早期人类起源遗址博物馆、郑州运河遗产博物馆、郑州纺织工业遗址博物馆

建设，高标准筹划黄河国家博物馆、二砂工业遗产博物馆、北伐战争纪念馆、南水北调博物馆、中国仰韶文化博物馆等博物馆建设。
据市文物局统计，截至目前，全市各级各类博物馆总数达 68家。“十三五”期间，全市博物馆每年开展各类主题教育活动 500余场，受众覆盖面达

500万人次 。 我市每年打造 2至 3个省级以上精品展，相继推出《古都郑州》《星空下村落》等系列省级以上精品展。
多家博物馆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并举，让古老的文明“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在“低碳行、科普游、探寻郑州古文明”活动中，来自全市95个社区老年大学的近万名

学员走进博物馆感悟厚重郑州。“古都重宝耀中华”（郑州）“十大重宝”评选活动共开展100余场现场活动，掀起由1.5万名市民参加网络投票的高潮。
留住文化根脉，守住民族之魂。“十三五”时期，全市近万名文物工作者不忘初心，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坚守，展现出积极有为的精神风貌，把神圣使命书

写在平凡的岗位上，用实际行动守护华夏文明、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优秀文化。
文物保护，肩负着黄河儿女对历史的传承和对未来的责任。“十四五”即将扬帆起航，我们期待着，郑州文物散发出的历史文化光芒更加璀璨夺目！

核心提示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

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
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
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并强调“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在郑州这片广袤的黄土地上，一处处厚重的遗址、一件
件珍贵的文物，穿越历史时空，精彩串联起这座古都静静流
淌的千年文脉。“十三五”时期，郑州市文物工作围绕国家、
省、市决策部署和构建黄河文化带、环嵩山文化带、中心城
区城市文脉“两带一心”郑州文化战略格局，加强文物保护利
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着力打造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
市。据统计，郑州现拥有世界文化遗产2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83处、省保单位123处、市保单位246处，各类文物古迹和
不可移动文物近万处，文物数量和规模位居全国城市前列；入选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总数增加到14项。一个个荣誉见证着
郑州文物系统的光荣与梦想：2016年，郑州市文物局被国家文
物局表彰为“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先进单位”；
2017 年，该局被命名为“河南省文明单位”；2018 年、
2019年，多次受到省、市表彰，被市委市政府记集体三
等功一次。2020年被省文物局授予“河南省第八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遴选工作先进集体”、“河
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基础工作（保护区划定）先进集

体”、第八届全省讲解员讲解大赛优秀组织
奖和团体奖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