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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天中文明“印记”的守护者
——驻马店市文物考古管理所文物保护工作侧记

 王晓晶 张 华 文

“我们的实践创新必须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上，必须行进在历史正确

方向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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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2020年 9月 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
习时强调

知史以明鉴，察古以知今。认识
历史离不开考古。考古是今天与昨天
的对话，是通往历史深处的“指南针”。

近年来，驻马店市文物考古管理
所按照省、市文物工作会议精神和有
关文件要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齐
心协力，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
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不断
发掘本土文化遗产，切实加强历史文
物遗址保护，紧紧依托文物资源优势，
以保护文物、弘扬历史和文化为己任，
以省级文明单位创建为契机，以狠抓
干部职工思想道德教育为基础，以全
面提升个人素质和整体工作水平为目
标，以开展道德讲堂、志愿者服务、岗
位练兵为平台，坚持省级文明单位创
建和文物保护两手抓、两促进，加大文
物保护和利用力度，在强化文物安全、
开展考古调查发掘等方面取得了新成
果，全所各项工作保持着良好的发展
势头。

谱写新时代文物事业发展新
篇章

近年来，该所本着“既有利于基本
建设又有利于文物保护”的原则，树立
服务意识，积极做好基本建设和生产
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同时，该所
加大了对各项建设工程的巡查力度，
有效地遏制了基建过程中破坏文物事
件的发生，确保了地下文物的安全。
配合我市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对练
江河和小清河治理工程及京港澳高速
公路驻马店段改扩建工程等大型项目
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工作。

该所通过不懈努力，在辖区内已发
现各类文物保护点 1546处，现已录入
第三次文物普查数据库文物保护点232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河
南省文物保护单位17处，市级、县级文
物保护单位10处），使这些珍贵的历史
和文化遗产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对省
道S241、驻马店绿地国际空间站、练江
河和小清河治理工程、京港澳高速公路
驻马店段改扩建工程等大型项目和其
他建设项目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发
掘工作，出土大量文物，对我市的地下
文物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

抢救性发掘是文物保护的重要手
段，也是该所的主要工作。近年来，该
所对在配合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过程
中发现的古文物遗存开展了抢救性发
掘，其中正阳闰楼商代贵族墓地取得
了多项重要考古新发现，为研究天中
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此
项考古发掘收录在《2009年全国重大
考古新发现》一书。

肩负着河南省文物局的重托，配
合国家重点项目“南水北调”工程，该
所连续 8年承担“南水北调”库区文物
保护工程考古发掘工作，先后完成了
新乡金灯寺遗址、马川遗址、马川墓
地、南河遗址、“南水北调”受水区的田
野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 20万平方
米，发掘古墓葬 500 多座。该所考古
发掘工地和资料规范严谨，受到了国
家、省、市领导和专家及同行的肯定和
好评，并在全省地级市里名列前茅。

该所有力配合了国家重点工程的
文物保护工作，同时展示了天中考古

“铁军”的实力和风采。

单位概况：
驻马店市文物考古管理所于 2002 年 9 月由原市文物工作队和驿城区

文物保护管理所合并成立，是驻马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二级机构，负

责全市范围内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文物科技保护以及文物保护单位

和历史文化名城（镇）的推荐等工作。

获得荣誉：
多年来，驻马店市文物考古管理所业务水平和能力居全省前列：中国

科学院研究生院特在该所设立科技考古系教学实验基地；市政府给予驻

马店市文物考古管理所记集体二等功，两人个人二等功一次；2006 年连

续两届被评为“河南省文明单位”；2010 年市政府给予驻马店市文物考古

管理所记集体二等功；2017 年、2019 年获得“河南省文明单位标兵”称号，

两人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先进个人”“全国卫生城市先进个人”；连续多

年多人获得“文明优质服务标兵”称号；连续数年被评为“综合治理平安建

设五星级单位”；获得“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先进工作单位”；多次受到省、

市主管部门的表彰奖励，得到了业界同行的广泛肯定。

提升综合实力 推进文物保
护考古事业快速发展

为了进一步提升文物保护科技水
平，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解决文物
保护修复及文物研究方面的技术难
题，2012年，该所文物科技保护中心成
立，建立了修复保护实验室，培养了多
名技术骨干，承担了各类文物的保护
修 复、科 学 保 养 及 保 护 研 究 工 作 。
2015年，该所取得可移动文物修复资
质，2016年，自筹资金对实验室进行了
提升，配备了先进的专业修复设备、专
业仪器设备。至目前，已先后完成了
马川墓地、闰楼商代墓地出土的大量
青铜器、瓷器、陶器等文物的修复工作
和 13 件大型珍贵文物的复仿工作。
2017年，建立了 120平方米的文物科
技保护中心陈列室，用来展示国家级
文物科技保护项目“驻马店正阳闰楼
商代墓地出土青铜器修复保护”。

文物保护考古事业发展，人才是
关键。为加快专业人员的培养步伐，
该所把继续教育作为人才建设的长远

大计，经常组织业务人员到外地进行
新知识、新技能培训，同时聘请专家对
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及时进行指导，
提高业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密切配合
省考古院在我市的考古发掘工作，并
参与专家现场指导和专业理论知识学
习。

增强科研课题意识，提高文物保
护考古科学化水平。该所特别注重科
研课题的研究，加大科技手段的引入
和应用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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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科学院大学合作，成
为该校考古系豫南考古实验基地。近
年来，该所在科研方面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已有 20余篇考古发掘简报和专
业论文先后发表；大型考古报告《淅川
马川墓地东周楚墓》已由科学出版社
出版；国家重点可移动文物保护项目

“驻马店正阳闰楼商代墓地出土青铜
器修复保护”结项工作已通过省文物
科技保护专家组的评审验收，修复档
案、修复日记和结项报告的编写工作
受到专家组的一致好评；先后编写了
《驻马店杨庄》《西平上坡发掘简报》

《葛陵二号楚墓发掘简报》《泌阳外贸
宋墓发掘简报》等，为研究本地区的考
古学文化序列及天中文化的研究积累
了丰富的科学资料，极大地拓展了天
中文化内涵的广度。

全社会共同参与，积极推广公众
文物保护。该所一直以文物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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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现了由原来的“闭门考古”向“大众考
古”的转变。在国际古迹遗址日、文化
遗产日，该所通过悬挂宣传标语、摆放
宣传板面、设立咨询台等形式向公众
宣讲文物保护的基本知识，提高了公
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使文
化遗产的保护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启
动公众考古活动，积极组织中小学生
实地探访道国故城遗址，亲身体验考
古发掘，了解考古发掘知识，让考古走
近大众。

大力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保护法》宣传活动。每年都要举办大
规模“文物法律法规宣传周”活动，利
用板面、标语、报纸专栏等形式，开展
文物法律法规宣传。成功举办了我市
文物精品展，拍摄电视宣传片《天中古
韵》，为公众打开了一个了解文物古迹
细节、见证数千年历史的窗口，更好地
传播天中文化、宣传天中文化。为进
一步扩大宣传，该所工作人员经常深
入建筑工地、农村，以案说法，使“保护
文物、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增
强了公众的法治观念和文物保护意
识，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增强安全意识，确保文物安全。
文物安全是文物保护的红线、底线和
生命线，是文物保护利用的前提和基
础，事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事关国家
文化安全。该所始终把文物安全摆在
首位，狠抓责任落实，完善制度机制，
强化安全措施。长年实行24小时双人
坐岗值班制度，制订各项突发应急预

案，做到警钟长鸣，已连续34年馆藏文
物安全无事故。

党建引领 精神文明开新花

打铁还需自身硬。拥有一支忠诚、干
净、担当、有闯劲的考古队伍，才有担负历
史责任、时代使命的底气。党的建设正是
锤炼队伍战斗力、提高业务工作能力的重
要手段，是促进单位全面发展的工作核
心。多年来，该所在市文明委和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的正确领导下，将精神文明创
建作为一项全局性、基础性工作来抓，上
下一心、携手联动、齐抓共管，以高度的政
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全面推进创
建工作扎实开展。文明创建工作呈现全
方位、多层次、有计划、有步骤、总体推进
的良好态势。

多年来，该所十分注重加强领导班子
建设。组织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
作的重要指示，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提高
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水平，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落实《党政领导干部抓党风廉政建
设的工作制度》，增强了领导干部执行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一岗双责的意识。

由于考古工作的特殊性，相当一
部分考古人员长期分散驻守在考古第
一线，不利于党建活动的开展。为将
基层党建工作主阵地向一线延伸，该
所党总支设立了流动党支部，通过“学
习强国”学习平台、微信等，以灵活时
间、灵活地点、灵活方式实现了“三会
一课”“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不
断释放党建工作活力。

该所通过一铲铲发掘、一步步研
究，不断深入挖掘、传承天中文明，不
断拓展天中文化丰富内涵，加强考古
能力和学科建设，坚定文化自信。发
现、保护与利用，让更多人了解历史，
让更多人认识自己的家乡，驻马店文
物保护考古工作一直在路上。7

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 38 周年

驻马店市文物考古管理所文物科技保护中心陈列室。2

考古队工作人员在考古发掘工地进行无人机遥感航测。2

该所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集中宣传活动。2
开展公众考古活动，让考古走近大众。2

副市长何晞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何新阁的陪同下到市文物考古管理所调研文物保护工作。2

考古学家朱凤瀚指导闰楼出土文物分期断代工作。2

（本版图片由市文物考古管理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