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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22日
发布，明确了“十四五”时期考古工作7大
主要任务、18个重点任务，并提出到2035
年，我国要基本建成“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近年来，随着良渚遗址、二里头遗址、
三星堆遗址等吸引公众目光，考古这个

“冷门”学科日益受到全社会关注，已知、
未知的“国家宝藏”往往成为公众热点。
今年，国家文物局内设机构新增考古司，
首次针对考古工作编制专项规划，某种程
度上正是考古“转热”大趋势的缩影。

对于规划本身，公众最关心的，无疑
是考古人接下来这几年里要“挖”什么、怎
么“挖”、“挖”到的成果在哪里看。梳理规
划，我们可以清晰看出3条主线——解决
重大历史问题、事业高质量发展和让文物
活起来。

重大历史问题是什么？

不是帝王究竟埋骨何方，也不是王朝
财富终归何处。在国际学术界，重大课题
有三——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
源；在中国，考古工作者眼中的重大历史
问题已写入规划。

“通过‘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
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实施，持
续推进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等
学术研究，科学展现中华文明起源和统一
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时空脉络。通过

‘中外联合考古行动’，积极参与世界文明

研究、探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全球视
野更加客观、全面、真实地展现古代中
国。”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
长李群说。

通俗地说，中国考古工作者的任务，
是继续研究我们“从哪里来”“走过怎样的
路”以及“为什么走这样的路”。

我们为何执着于弄清自己的过往？
除却对自身血脉根基发自本能的追问，更
是出于对未来发展的强烈需求。

当今中国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
变革，也正进行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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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考古，正是展
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工作。

有哪些高质量发展举措？

有了目标与任务，规划也明确了一系
列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举措——

科技层面有推动国家级和省级考古
科学实验室建设、积极培育前沿交叉学
科、促进考古科学关键技术研发和考古技
术装备改进升级；硬件层面如打造中华文
明文物基因库、国家重点区域考古标本库
房和区域性考古研究基地；政策层面落实

“先考古、后出让”政策，不断提高历史文
化遗产保护能力。

但对于任何一项事业而言，最关键的
元素是人。

对中国考古而言更是如此——据统
计，目前我国有6000多名考古工作者，按
照规划，到“十四五”时期末全国考古人员

总数将力争超过10000人。
这是一个重大的跨越，也是一个必须

的跨越。
作为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

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的长河跨越五千多
年，留下的瑰宝、待解的课题数量庞大。
据统计，仅“十三五”时期，中国便有5000
多项考古发掘项目开展。

展望未来，中国考古需要更多科学制
定政策的人、埋首田野考古的人、潜心历史
研究的人、大胆应用前沿科技手段的人、精
彩讲述考古故事的人……从实施全国考古
人才振兴计划，到推动世界一流考古机构
建设，规划在“人”的维度迈出坚实一步。

如何让文物活起来？
让文物活起来，是规划的一大关键

词。除了“考古+融媒体”传播计划、“考古
中国”重大项目成果推介等，规划提出了
一项文物部门此前未曾系统进行的考古
科普工作，即中国考古读本编写工程——

组织考古、历史、教育、文化等领域专
家共同编写权威性、科普性的中国考古读
本，根据最新考古研究成果，系统阐述我
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
千多年的文明史，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灿烂
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生动活泼地讲故事，而非固守象牙塔；
讲古老文明的故事，而非讲奇珍异宝的“流
量”故事……考古成果的转化与展示能力，
直接决定了考古工作为全社会提供历史文
化滋养的成效。而展望“十四五”，让文物
活起来——这项新时代全体文物工作者的
时代课题，刚刚破题、任重道远。 据新华社

位于粤东的汕尾市，前身是全国第一
个苏维埃政权诞生地、中国共产党早期领
导人之一彭湃的故乡海陆丰。尽管地理
位置优越、资源丰富，但受洋垃圾等问题
困扰，这里曾一度被视为“经济洼地”。

近年来，当地用好红色资源、优化营
商环境、融入湾区发展，2020年、2021年
经济增速均位居广东省第一，“汕尾速度”
正成为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新名片。

用好红色资源，助推乡村振兴

红船摇曳、井冈山会师、红军万里长
征……

走进汕尾陆丰的金厢镇，一幅幅气势
磅礴的红色题材画卷在村居院落、村道两
边的墙上徐徐展开。今年春节期间，这个

“网红打卡地”日均人流量超3万人次。
金厢镇红色文化底蕴厚重，拥有周恩

来同志渡海处等红色革命遗址。但这些

红色资源一度“沉睡”，如何将其盘活成为
当地“破题”乡村振兴的关键。

“接到围绕家乡经济发展研讨的邀
请，我立马赶回来参加。”深圳大芬美术产
业协会名誉会长吴瑞球说。研讨中，文化
旅游的想法逐渐成型。随后，100多名画
家对金厢银滩附近房屋进行墙体彩绘，这
里也成为网红的“彩虹小镇”。

不少村民开始吃上“旅游饭”，有的餐
厅节假日营业额达数十万元。

金厢镇是汕尾盘活红色资源的缩
影。在汕尾海丰县，当地加大投入推动红
色旅游规划建设。如“湾区红色文化体验
景观示范带”将当地红宫红场、彭湃故居
等连片串起，覆盖46个自然村。

红色旅游正成为汕尾的一张亮丽名
片，数据显示，去年汕尾A级红色景区接
待游客近100万人次。

优化营商环境，跑出“汕尾速度”

“没想到不用出镇，在党群服务中心

就办好营业执照了。”家住汕尾金厢镇埔边
村的村民吴泽焕想开一家特色小吃店，由
于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审批权限下放到镇
街，吴泽焕“足不出镇”就办好了营业执照。

去年以来，汕尾完成镇街体制改革，
以“赋权强镇”为重点，推动448项县级执
法权限下放到镇街，让企业和百姓办事更
省心、省力、省时、省钱。

而在过去，不少在外侨胞曾经只愿捐
款，不想回乡兴业。

优化营商环境，是汕尾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近年来，当地推进一窗通办等

“六个通办”，企业开办等“八个便利化”，
推进“放管服”改革。

越来越多的侨胞，不只回来捐款，更愿
意回乡兴业。据汕尾官方统计，国内外数
百万汕尾乡贤及后人创办的企业有2万多
家，涉及房地产、建筑装饰、金融等行业。

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带动汕尾产业
持续转型升级。记者了解到，2020年和
2021年汕尾举办了两届发展大会，投资

额均超千亿元。
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汕

尾经济同比增长12.7%，增速排名广东第一。

老区特区齐飞，融入湾区发展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何“以点带面”带领
大家实现共同富裕，是广东面临的紧迫任务。

一系列与深圳特区的联动举措，持续
带动老区汕尾经济腾飞。

在汕尾陆河县，深圳企业比亚迪投资
的工业园，有员工2000余人，累计生产大
巴超过10000台，累计产值超过420亿
元。2022年1月至2月，园区比亚迪汽车
实现产值8.02亿元，同比增长62.1%。

大湾区的融合发展，也为汕尾产品带
来了更广阔的市场。

“围绕加快汕尾高质量发展和革命老
区振兴发展，汕尾将大力传承弘扬‘敢为
人先、无私奉献’的海陆丰革命精神，积极
投身建设沿海经济带靓丽明珠生动实
践。”汕尾市委书记张晓强说。 据新华社

“经济洼地”跑出“汕尾速度”
——海陆丰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观察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我国计划到2035年基本建成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国家文物局
22日发布《“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
划》。这是国家文物局首次针对考古工作
编制的专项规划，提出到2035年，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基本建
成。

规划聚焦解决重大历史问题、事业高

质量发展、让文物活起来，明确了深化重
大考古研究、切实做好基本建设考古工
作、推动考古科技创新升级、加快考古成
果转化利用、促进中外考古合作交流、加
强考古能力建设和夯实人才队伍基础7
大方面的主要任务。

考古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的

重要工作，承担着为全社会提供历史文化
滋养的任务。规划提出要启动中国考古
读本编写工程，组织考古、历史、教育、文
化等领域专家共同编写权威性、科普性的
中国考古读本。同时，加强与教育部门沟
通协作，及时将已被广泛认可的考古最新
成果纳入中小学历史课本、读本，更好发

挥以史育人作用。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

长李群表示，规划编制过程中，深入调研
了全国考古行业的发展现状和政策需求，
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建议，确保提出
的各项目标任务满足行业需求、有利事业
发展，可落地、可实施。

接下来这几年，又将探寻哪些“国家宝藏”？

2021年9月，考古人员在四川德阳广汉市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工作。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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