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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重点

济宁市和世界银行签署合作协议———

220000万万元元资资金金保保护护古古石石碑碑

此次签订的协议中，也包括
了对济宁境内的一些木质建筑彩
绘的修复、保护技术研究。

记者了解到，在上世纪60年
代以前，像三孔、孟府、孟庙的木
结构彩绘都是用矿石、植物中提
取的颜料来进行修复。“但由于新
技术的采用，以及泥瓦工、木工在
传承上的断代，这些老的修复技
术几近失传。”杨义堂说，使用现
在的新技术修复木结构彩绘文
物，会导致这些木结构文物的颜
色过于鲜艳，不仅失去了古建筑
的历史风貌，而且其中的化学物
质对木结构也有一定破坏性。

本次研究工作中，将研究新
的木结构彩绘保护技术，尽力做
到刷涂一次保护漆，不仅鞥保有
其原有风貌，而且不伤害原有的
木质结构，使保护时间持续的更
长。

本报记者 汪泷

同时针对性研究

木结构彩绘保护

本报济宁11月26日讯 (记
者 汪泷) 近日，记者从济宁
市文物局获悉，济宁市将利用
世界银行的资金，投入200万元
人民币用于研究石碑、石刻以
及木结构彩绘的保护技术。而
该技术目前在国际上仍处于空
白，研究一旦有所突破，将成为
古石碑、石刻、木结构彩绘的保
护新标准。

济宁作为一座有着千年历
史积淀的文化名城，拥有大量
的石碑、石刻等文物古迹。据不
完全统计，济宁12个县市区都
存有一定数量的古石碑、石刻，

其中仅曲阜市就有超过5000
块，全市共计拥有超过10000
块。“但是这些古石碑、石刻大
多是露天存放，得不到有效的
保护。”济宁市文物局副局长杨
义堂说，加上一些特定时期的
文物破坏，济宁市现存的大量
古石碑、石刻仅有的保护手段
只能是建碑亭或移入室内。

一位长期从事石碑、石刻
保护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
在在修复古石碑、石刻的技术
上，主要是用铁箍、钢钉或者水
泥来进行复原，但效果不好，难
以重现石碑的原貌。“目前国际

上在这一保护技术方面都可以
说处于空白，即便是此前来曲
阜、邹城参与研究讨论的英国、
意大利学者，也难有好的借鉴
方法。”济宁市文物局世界银行
科苗科长说。

鉴于此，从去年开始，中国
遗产研究院的研究人员，联合济
宁本地的文物工作者，对邹城孟
庙内的石碑进行了新保护技术
的研究。杨义堂介绍说，这次采
用的是一种全新的化学材料，远
观几乎看不出修复痕迹，而且对
原碑几乎没有破坏。“经过近一
年的研究发现，石碑因为材质、

损坏情况的不同，修复后的效果
有好有坏，该技术仍有待突破。”

此次济宁市与世界银行签
订协议，先期将投入200万元的
研究资金，由中国遗产研究院
牵头研究更好的保护技术。“由
于世界各地的气候、石碑材质
等各不相同，技术难度很大。而
一旦有了成果，将成为一个新
的保护标准，全国都会依照此
标准进行相应的调整。”杨义堂
说，济宁是汉碑之乡，这项研究
工作对济宁的石碑、石刻等文
物古迹保存有非比寻常的意
义，可以大大增加其文物价值。

本报济宁11月26日讯(记者 李倩 通
讯员 辛全秋 乔萌) 26日，济宁市第一人
民医院举行三级甲等医院复审总结表彰大
会，标志着该院三甲复审工作圆满成功，顺利
转入持续改进时期。

“去年6月6日至今年10月11日，我们用一
年多的努力，获得了三甲医院复审中省第二
名、地市级医院第一名的成绩。”济宁市第一
人民医院院长靳清汉说，在迎接三甲复审工
作期间，医院科学完善了功能与定位，强化了
内涵和品质，促进了管理标准化、规范化的落
实，提升了管理成效。下一步，将努力巩固已
经取得的成绩，进一步强化质量与安全观念，
实现医院各项工作的持续改进，打造鲁西南
地区区域医疗中心，造福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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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三甲复审

专家正在考察古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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