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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赵迎昭

8月 19日，国家文物局和重庆市政
府在渝签署《深化重庆文物保护利用改
革战略合作协议》。国家文物局将在红
岩文化公园建设、三峡文物保护利用、石
窟寺保护利用、“考古中国”川渝地区巴
蜀文明进程研究、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重庆博物馆）创建世界一流博物馆等方
面给予重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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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签署协议，旨在探索文物
保护利用改革新路径，助推更多文物活
在当下、服务当代。

不少市民已发现，在我们身边，一处
处文物保护单位、一件件馆藏珍宝正在
得到活化利用，焕发夺目光彩，融入美好
生活。

中小石窟成为乡间“艺术
明珠”，助力乡村旅游

“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让我们共
同把大足石刻保护好、传承好。”8月 19
日，大足石刻文物医院，大足石刻研究院
研究馆员陈卉丽真切地说。

当日，“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在大
足区开幕，来自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
伊朗、尼泊尔、挪威、英国等国家石窟寺
保护领域的专家学者汇聚重庆，共话石
窟寺保护利用新路径。

石窟寺是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全
国共有石窟寺（含摩崖造像）5986处，其
中重庆占到 716处，是中国石窟寺最为
富集的地区之一，但不少散落在乡野的
中小石窟鲜为人知。在参观大足石刻文
物医院时，专家们注意到，现场展示了许
多精美的石窟图片。这些图片，正是中
小石窟活起来的生动案例。

市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重
庆将中小石窟保护纳入到乡村振兴体系
建设中，开展以大足石刻为主的全市中
小石窟保护示范工程，不断探索中小石
窟保护新模式。

2020年12月，大足石刻研究院申报
的《大足石刻中小石窟保护设施建设项
目计划书》获批立项。截至目前，已实施
完成21处。加之此前实施完成的16处，
大足石刻中已有 37处中小石窟保护条

件得到明显改善。
“这些中小石窟，成为了镶嵌在山野

乡间的‘艺术明珠’。”在“石窟寺保护国
际论坛”作主旨报告时，大足石刻研究院
研究馆员黎方银自信地说。

这些小而美的“艺术明珠”，正被更
多人看到。

“大足乡野石刻非常精美，但养在深
闺人未识。”重庆市文物保护志愿者服务
总队总干事吴元兵曾和文保志愿者多次
寻访中小石窟，志愿者们寻访后纷纷感
慨“大饱眼福”，期待中小石窟成为重庆
乡村旅游新名片。

文物融入美好生活，传递
历史温度

把目光拉回中心城区，我们亦能感
受到文物“活”起来带给市民的惊喜。

长江南岸，重庆开埠遗址公园将历史
文化与时代质感相融合，成为市民共享的
高品质文化空间。其间的重庆开埠历史
陈列馆很值得一看。该馆原为立德乐洋
行仓库旧址，在外部保留重庆开埠时期
建筑风貌的基础上，采用艺术化与科技
化手段更新内部空间，从全球广泛征集
开埠时期的文献、照片、老物件等300余
件藏品，讲述开埠百年以来重庆的巨变。

“南滨路最浪漫的地方被你发现
啦！”在小红书App上，网友发布了不少
重庆开埠遗址公园打卡攻略，引得网友
在评论区赞叹这座公园的独特魅力。

近年来，随着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
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
的文字文物活起来、火起来，市民在许多
场景中都能和巴渝文化来一次美丽邂逅。

渝中半岛，枇杷山郁郁葱葱，重庆市
文物考古研究院坐落在此。近两年，这
里成为大众喜爱的打卡地。一座研究院
靠什么吸引大众目光？

原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推出“三
馆一院”系列活化项目。依托文物建筑合
作排演《雾起江州》沉浸式戏剧；秉承透明
库房理念推出《重庆考古标本陈列》等3个
展藏结合展览；建成全国首个“考古虚拟
展示体验馆”，开放“枇杷山（考古）书院”，
培育“考古咖啡”“探古咖啡”品牌首店。

琳琅满目的青铜器、面带微笑的汉
代陶俑、纹样精美的宋代石刻……参观
《重庆考古标本陈列》等展览时，重庆一

中学生旷清徽被巴渝文化魅力深刻震
撼，她说：“这次实地参观，让我感受到历
史其实是有温度的，需要我们传承下去。”

炎炎夏日，走进重庆中国三峡博物
馆等博物馆，我们能在丝丝清凉中感受
到博物馆热的持续升温。万州市民张女
士陪同女儿李晨汐在此体验了为期3天
的研学课程，“老师讲得津津有味，我跟
着学习，学到了很多传统文化知识。”

赓续红色基因，推进文化
自信自强

一座革命纪念馆就是一个红色基因
库，一件红色文物就是一本历史教科
书。红色基因，正在巴渝大地代代相传。

前几天，2023年重庆市红色故事讲解
员培训班在重庆红岩干部学院开班，来自
全市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旅游景点
景区的专业讲解员、志愿讲解员及讲解
爱好者约130人进行了为期3天的学习。

10岁的大坪小学学生刘虹轩边听
边记笔记，十分专注。他说，他从3岁起
就学习播音主持，曾在多场比赛中讲述
红色故事，“红色故事催人奋进，我还会
继续讲下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
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在此背景下，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
物馆正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红岩精
神，深入实施“六大工程”，着力构建“六

大体系”。具体来讲，就是要实施革命文
物保护工程，构建赓续展示体系；实施革
命历史研究工程，构建挖掘阐释体系；实
施革命精神宣传工程，构建弘扬传播体
系；实施红色基因传承工程，构建育人铸
魂体系；实施文旅融合发展工程，构建共
融共享体系；实施文化产业发展创新工
程，构建产业体系。

红色资源丰富的綦江区，也在赓续红
色基因方面积极探索。王良同志纪念馆、
王良故居、中共綦江支部旧址（邹进贤故
居）、红一军团司令部旧址等一大批“红色
项目”建成开放，吸引了市内外数十万人
次前来感悟信仰力量。该区将继续依托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
区建设要求，切实加强红色文化高地建设。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
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
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接下来，重庆将坚持保护第一，系统
推进重点文物保护工程，赓续巴渝文脉，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在革命文物方面，
将推进革命文物保护传承工程，高标准
建设红岩文化公园、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重庆段），创建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
中心，实施酉阳、城口等革命文物集中片
区整体保护展示。

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
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巴渝大地上
俯拾皆是的文物资源，必将让文明之光
更加闪亮。

新渝报讯（记者 侯小梅 实习生 易思远）8月 18
日，大足区召开2023年全区残联系统干部主题培训暨
持证残疾人基本状况调查培训会。

培训采取视频播放、专题讲座、交流讨论等多种授
课形式，围绕 2023年残疾人基本状况调查、残疾人心
理危机意识及心理干预、“德法相伴”普法等工作进行
专题培训。授课老师对智慧助残平台操作流程进行了
详细讲解和现场实操，确保参训人员全面了解和熟练
掌握调查内容、工作流程与具体细节。

下一步，大足区残联将进一步倾听残疾人的呼声与
愿望，推动需求与服务衔接有效化、精准化，努力提高服
务残疾人的水平，推动全区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为深化公平竞争审查一
体化合作，构建成渝地区经济发展良好的市场竞争环
境，8月18日，重庆市大足区—四川省攀枝花市公平竞
争审查川渝交叉互评正式启动。

此次交叉互评按照《四川省攀枝花市 重庆市大足
区公平竞争审查第三方评估交叉互评实施方案》要求，
邀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对两地有关单位通过网上抽查政
策措施、现场综合评估的方式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互认。

公平竞争审查第三方交叉评估工作的启动，对四
川省攀枝花市、重庆市大足区两地深化公平竞争审查
合作、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是落实川
渝市场监管推进区域发展合作事项清单和川渝市场监
管合作重点任务的重要举措，将为两地加快推进公平
竞争审查工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全
面推动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工作迈上新台阶。

大足区—攀枝花市启动公平竞争
审 查 川 渝 交 叉 互 评 工 作

近日，大足区铁山镇中药材特色种植基地里，村民
正在采挖白芷。铁山镇是大足区白芷的集中种植区
域，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当地老百姓一直都有种植白
芷的传统。依托优势，该镇大力发展白芷、黄精、柴胡
等中药材产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
兴，让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

保护第一 加强管理 挖掘价值 有效利用

文物“活”起来 重庆有新招

大足石刻文物医院，文保人员正在调试补形的材料。（资料图） 新渝报记者 瞿波 摄

共探川渝石窟岩体
病害治理技术

青年
专家

中铁科研院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院长王逢睿——

石质文物综合性保护要借鉴中医“整体调理、辨证施治”理念
乐山大佛、大足石刻等石窟寺作为露天保存的大型

不可移动石质文物，因其与赋存的地质、水文和生物环
境联系紧密，增加了石窟岩体病害预防和治理的复杂
性。中铁科研院经过40多年的石窟岩体病害机理研究
与保护技术实践探索，参与了中国丝绸之路周边和川渝
地区石窟岩体病害治理的多项典型工程、应用了许多关
键技术，并取得了多元化的技术研究成果。

在乐山大佛岩体病害治理的实践中，一大重点是解决
石窟岩体结构失稳与岩石材质劣化问题，目前已取得了阶
段性成果。在保护和研究过程中，当前重点工作已由结构
补强加固的抢救性专项治理，逐步发展为对石窟岩体浅表
层劣化损伤修复和文物赋存环境的优化改良，并由此对相

邻、相关综合性预防性保护提出了诸多技术工作建议。
石窟文物赋存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文物保护风险

因子的多元化，在保护实践中既要预防突发性灾害的损
伤，也应关注渐变性影响的侵蚀，逐步实现保护工作从
救治到营养的转变。

多年的研究监测显示，大足石刻、乐山大佛等川渝
地区的石质文物都面临着文化层与风化层重合、材质劣
化与结构损伤叠加、环境影响因素不可忽略等病害特
征。如今学界、业界跨尺度交叉学科综合保护态势日益
成型，因此石质文物综合性保护也应该借鉴中医“整体
调理、辨证施治”理念，实现分专业研究与系统性保护的

“分进合击”。

大足残联系统集中“充电”

新渝报记者 犹骥 余佳 李海/文 瞿波 欧柚希 实习生 曾亦嘉/图

陕西科技大学文物保护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朱建锋——

应用纳米涂层材料预防石质文物表面病害
受到石质文物本身材料及周边环境的影响，石质文

物尤其是露天石质文物产生酥粉、层裂、霉变等病害。
从材料的视角对文物病害及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针对
水、紫外、微生物等引起病害的三大元凶，提出表面防护
多功能材料的构建思路。

FZS涂层遵守文物保护中的色差及无损基体原则，在
色差允许的条件下确定涂层浓度，调控两种纳米粒子配比
可获得最佳抗紫外特性（吸收率100%）和紫外耐久性的双
疏涂层，涂层保持超疏水和高疏油性能；涂层具备优异的

透气性和耐水性，在保护的过程中不影响基体的水汽交
替，并且可以缓解积水带来的威胁；涂层的双疏性能结合材
料自身的抑菌特性能够使涂层保持出色的抑菌耐久性（特
定高潮湿环境下200天以上），有效预防微生物的污染，良
好的耐候性能能够大幅提升露天环境下石质文物的寿命。

材料科学的进步是推动世界的发展重要因素之
一。石窟寺文物是人类的重要文化遗存，保护工作刻不
容缓。希望新材料科学与大足石刻在内的石质文物保
护工作深度融合，其中蕴含着广阔前景。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馆员岳永强——

愿与大足携手进一步提高石窟寺遗产可持续发展韧性
气候变化导致了更频繁和剧烈的自然灾害，进一

步加剧了对文化遗产的威胁。麦积山石窟独特的赋存
环境更易受到影响。本研究课题以区域长时序的气象
因素数据为基础，分析近 50年来区域气候变化特征；
以近年来的监测数据为基础研究洞窟微环境和大气环
境的响应关系，尤其关注极端气候事件对石窟的影响
和破坏。

岳永强介绍了麦积山石窟近年来以及未来应对极

端气候变化的措施和方法，探讨预防性保护理念指导下
技术和方法的适宜性。

对于努力早日实现对石质文物预防性保护，进一步
强化气候变化监测预测预警，强化综合防灾减灾，加大
文化遗产的保护修复力度等工作和研究课题，岳永强表
示，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愿意与大足石刻研究院等国
内外机构开展深入合作、优势互补，期待共同为提高我
国石窟寺遗产可持续发展韧性作出贡献。

辽宁有色勘察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王旭刚——

综合技术勘察为圆觉洞保护提供可靠依据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重要组成部分，圆觉

洞的保护工作意义重大。洞空间结构复杂，周边围岩分
布多条裂隙、软弱夹层和风化凹腔，严重影响圆觉洞所
在块体和顶板的稳定性。

经过综合应用水平定向钻探、钻孔内三维激光扫
描、超声波探测和贯入阻力仪等勘察技术，查明了裂隙
空腔填充条石的几何特征和支撑状态，以及围岩裂隙、
弱层和空腔的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通过三维建模法
和等效刚度法，分析了圆觉洞的受力变形特点和变形破
坏机制，重点评估了支撑条石破碎脱空长度和风化凹腔

深度对顶板稳定的影响，综合判定顶板变形目前处于加
速阶段。

基于等效支承刚度法构建了条石稳定性的解析
方法，通过建立三维数值计算模型开展圆觉洞顶板稳
定性分析，通过不同条件下应力场和位移场计算结果
的对比分析，揭示了圆觉洞顶板的受力和变形特点，
以及研究影响圆觉洞顶板稳定性的主要因素和需要
重点监测的条石。这些研究也为川渝地区大量存在
的石窟寺洞室顶板稳定性分析及评价提供可靠的参考
依据。

中药产业助农增收

8月21日，在首届石窟寺国际论坛上，来自中
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兰州大学、武汉大学、尼泊尔蓝
毗尼佛教大学等研究单位的十余位青年专家学者
围绕大足石刻、安岳石窟、乐山大佛等川渝石窟岩
体病害预防及治理技术进行深度探讨，各自作出具
有全局性、前沿性、国际性的主题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