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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雅菲

完善数据资源库
重点文物分批修缮

加强文物保护工作，首先
得打好基础。为此，济南将按照

“多规合一”要求将文物保护规
划相关内容纳入城乡规划。根
据新修订的文物认定标准，规
范文物调查、申报、登记、定级、
公布程序。加强文物日常养护
巡查和检测保护，及时登记新

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每年末
向社会公布，其中重要或遇有
紧急情况可能受到危害的，应
即时向社会公布。并且结合第
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和第一次全
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成果，建立
完善文物资源总目录和数据资
源库，全面掌握文物保存状况
和保护需求，实现文物资源动
态管理，推进信息资源社会共
享。

济南市和县区文物行政部
门还要分别核定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名录、县区级文物保护单
位和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划定

市、县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
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2017年
12月底前依法予以公布；进一
步完善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
案，有针对性提出保护思路和
措施并向社会公开。

对于已经发现的文物，保
护是第一要务。济南将实施文
物“拯救保护行动”，分批次、有
计划地开展重点文物修缮保护
工程，不断提升文物保护水平、
展示利用能力和开放度。加快
城子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大
辛庄省级遗址公园、东平陵故
城大遗址保护等重大项目建
设，积极探索文物保护与展示

利用途径。深入挖掘齐长城遗
址文化价值，着力打造齐长城
人文自然风景带景观项目，增
强齐长城文物旅游的吸引力。
同时，济南将推进“乡村记忆”
工程，加强乡土文物建筑保护
力度，完成一批乡土文物建筑
修缮保护工程，积极创造条件
建设体现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的
民俗文化博物馆。

保护名城历史风貌
防止拆真建假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
展，如何处理发展与文物保护
之间的关系，是摆在济南市面
前的一个课题。在这一方面，济
南明确要重视名城历史风貌保
护，实现文物本体和周边环境
协调发展，防止拆真建假、拆旧
建新等建设性破坏行为。不得
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文物，
因建设工程确需迁移、拆除的，
应当严格按照文物法律、法规
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发改、规
划、城乡建设、国土资源、文物
等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强化
基本建设中的文物保护，严把
项目审批关。涉及各级文物保
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
带、地下文物保护区的建设项
目，要严格履行报批手续，做好
基本建设中的考古调查、勘探、
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

资金不足，往往是文物保
护不到位的一大原因。在这一
方面，财政保障之外，要增强文
物保护专项资金的导向性，创
新文物保护投入体制机制，推
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拓宽社会资金进入文物保护利
用领域的渠道，逐步形成文物
保护投入多元化机制。建立文
物保护经费绩效评估制度，加
大对专项资金的监督、管理和
评估，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文物资源一旦遭到破坏，
就无法复原。为此，济南将严格
文物保护责任追究。各级各有
关部门、单位因不依法履行职
责、决策失误、失职渎职导致文
物遭受破坏、失盗、失火并造成
一定损失的，要依法依纪追究
有关人员责任，涉嫌犯罪的，移
送司法机关处理。造成国家保
护的珍贵文物或者文物单位损
毁、灭失的，要依法追究实际责
任人、单位负责人、上级单位负
责人和当地政府负责人的责
任。同时，济南将建立文物保护
责任终身追究制，对负有责任
的领导干部，无论是否已调离、
提拔或者退休，必须严肃追责。
建立健全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
计、施工、监理、技术审核质量负
责制，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相
关技术标准，造成文物和国家财
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要依法追
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文文物物保保护护不不力力
领领导导终终身身追追责责

济南文保将纳入城乡规划，实施拯救保护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济南有着众多的文物资源。日前，济南市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
作的实施意见》，记者了解到，济南将按照“多规合一”要求将文物保护规划相关内容纳入城乡规划，
并且实施文物“拯救保护行动”，分批次、有计划对文物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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