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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批“省保”公布
淄博菏泽泰安入选多

2019年10月以来，省文化和
旅游厅组织开展了第六批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第一批水下文物保
护区的申报评选工作。在评审过
程中，广泛邀请考古、建筑、历史、
党史等研究领域的12位省内外专
家，召开3次专家评审会，在历次

“省保”评选中邀请专家最多、召
开评审会议最多，并首次由专家
带领工作组对存疑申报单位进行
了实地复核。

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包
含古遗址39处、古墓葬21处、古建
筑85处、石窟寺及石刻6处、近现
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106处。
入选数量排在全省前三位的市分
别是淄博、菏泽、泰安。截至目前，
山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总数已达
1968处，数量居全国第一位。总数
排在全省前三位的市分别是济
宁、济南、潍坊。

入选名单的除了古遗址、古
墓葬、古建筑等传统类型文物之
外，还包括了双山小学旧址等教
育遗产，黄埠水厂旧址等工业遗
产，王台当铺遗址等商业遗产，八
蜡庙等农业遗产，赛龙引水渠等
水利遗产，笔架山、青羊崮山寨与
石墙群遗址等军事遗产，洪山火
车站旧址等交通遗产，田中清真
寺等宗教遗产，覆盖面广，时间跨
度长。

此轮评选积极对接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邝
冢遗址等黄河流域文物保护得到
加强，淄博、菏泽、泰安、德州四个
沿黄市，列入公布名单数量共计

115处，接近总数的一半。对接乡
村文化振兴战略，25处传统民居、
25处家祠、祠堂列入公布名单，集
中体现了农耕文明传统建筑的营
造技艺。刘集遗址、邹平东安遗
址、北营遗址等文物单位，则是在
配合小清河防汛综合治理工程等
省重点建设工程中被新发现或者
价值被重新认识的。“将这些文物
单位提质升级列入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范畴，是构建多层级多要素
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的
扎实一步。”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处处长王守
功表示。

据了解，下一步，山东将以公
布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第
一批水下文物保护区为契机，抓
好基础工作、确保文物安全，抓好
文物保护、加大资金扶持，抓好展
示利用、让文物活起来。

革命文物占比超过30%
将实施集中连片保护

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中，80处革命文物(含见证类文

物)、新中国文物列入公布名单，
革命文物占比超过30%。“这既是
山东红色底蕴深厚、革命文物丰
富的具体体现，也是省文化和旅
游厅贯彻落实全省文物工作会议
和全省革命文物工作会议的一个
务实举措，必将进一步提升我省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水平。”省文化
和旅游厅(省文物局)革命文物处
副处长齐云婷介绍。

据了解，山东省15 . 58万平
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和15 . 96万
平方公里的蓝色海域下红色资源
星罗棋布。这些珍贵的红色遗址、
革命文物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光
荣历史，展现了近代以来山东人
民英勇奋斗的壮丽篇章，是革命
文化的物质载体，是激发爱国热
情、振奋民族精神的深厚滋养，是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
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力量源泉。

根据已公布的山东省第一批
革命文物名录，全省拥有不可移
动革命文物897处，拥有可移动珍
贵革命文物3233件/套。截至目
前，国家公布的第二批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山东有

93个县入选，数量居全国第一；山
东革命博物馆、纪念馆评定为一
二三级博物馆的数量，位居全国
第一。

“我们将以此次公布第六批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契机，加大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力度，继续公
布第二批全省革命文物名录。印
发实施《山东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片区工作规划》，全面推进革命片
区建设，实施一批集中连片保护
项目和整体陈列展示项目。”齐云
婷说。

首次公布水下文物保护区
“威海湾一号”入选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公布的水
下文物保护区为威海湾一号沉舰
遗址，基本确认为北洋海军旗舰

“定远”沉舰残骸遗址，这是山东历
史上首次公布水下文物保护区，山
东也继广东之后成为全国第二个
公布水下文物保护区的省份。

山东北滨渤海、东临黄海，海
岸线占全国六分之一，内陆水系
发达，湖泊湿地众多，大运河、黄

河贯穿全境，得天独厚的地理条
件和悠久的航海、漕运历史，给山
东留下了丰富的水下文物。不过，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沿海地区在
水产养殖、滨海旅游、房地产、港
口新扩建、海底矿产资源开发等
各个领域全面展开，内水区域同
样面临新型城镇化扩张等一系列
问题，水下文物保护面临不小的
挑战。

水下文物保护区的概念其实
并不新鲜，早在1989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
即提出设立，2016年《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
见》再次强调要“划定水下文物保
护区”。但是由于水下考古事业起
步较晚、水下情况复杂多变、操作
难度和危险系数较高、缺乏具体
标准规范引导和借鉴等原因，水
下文物保护区的划定一直处于探
索阶段。“划定水下文物保护区，
建立健全保护制度和管控措施，
有利于加强水下文物的保护，对
于传承弘扬齐鲁优秀传统文化、
加快建设现代化海洋强省具有重
要意义。”王守功说。

为做好水下文物保护区评选
工作，省文化和旅游厅系统梳理了
近年来我省水下考古项目，经过威
海市推荐确认、省水下考古研究中
心审核、专家论证会评议，认为“威
海湾一号沉舰遗址”考古研究成果
丰硕，基本确认为北洋海军旗舰

“定远”沉舰残骸遗址，具备了公布
水下文物区的基础条件。“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
条例》第五条的有关规定，我们将

‘威海湾一号沉舰遗址’公布为山
东省首批水下文物保护区，成为全
国第二个公布水下文物保护区的
省份，为水下文化遗产整体保护提
供了新思路，作出了有益探索。”
王守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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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2022年全省文化和
旅游工作会议在济南举行，传达
全国文化和旅游厅局长会议、文
物局长会议以及省委经济工作会
议、全省宣传部长会议精神，总结
2021年工作，研究部署2022年重
点任务。

过去一年，山东举办第四届
中国歌剧节、第十二届山东文化
艺术节，开展“8个100庆祝建党
100周年”“红色文化主题月”等系

列活动，6部作品入选“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国优秀舞
台艺术作品展演”。全省完成新创
作大戏40余部，优秀作品不断涌
现。

实施消费促进行动，举办
2021山东省旅游发展大会、第五
届“山东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季”

“山东人游山东”“好客山东游品
荟”等活动，有效激发消费潜力。
淄博市华侨城、枣庄市光大美铭
康养温泉小镇、济宁市复兴之路
文化科技项目等重大文旅项目加
快推进。“好客山东 云游齐鲁”

平台上线运行，智慧文旅建设实
现突破。全省7个村庄、3个镇(街
道)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
数量分别居全国第一、第二位。

聚焦重大战略，编制实施系
列发展规划、工作方案。齐长城整
体保护进一步加强，“海岱考古”
品牌持续擦亮。召开全省革命文
物工作会议，完成百年革命文物
修缮工程。博物馆数量领跑全国，

“衣冠大成——— 明代服饰文化展”
获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
奖。“国庆吃面 国泰民安”新民
俗倡议活动有声有色，“山东手

造”产业加快培育，“河和之契”交
流展示周成为全国首个聚焦“两
河”流域非遗交流展示特色活动。

实施乡村文化建设样板镇村
创建工程，加强“智慧图书馆”“山
东公共文化云”建设，城市书房和
乡村书房逐步推开。第五次全国
文化馆评估定级，全省133个文化
馆被命名为国家一级馆，数量居
全国第一。“一村一年一场戏”“五
个大家”系列活动丰富多彩，全年
完成送戏下乡演出11万余场，戏
曲进校园活动6000余场。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

记、厅长王磊说：“2022年，山东将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
署，推进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
展，办好第七届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博览会等活动。围绕迎接党
的二十大抓好主题艺术创作，推
出一批精品力作。加强文化遗产
保护利用，聚焦长城、大运河、黄
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施文化
遗产保护利用十项工程。提升文
化旅游公共服务和市场管理水
平，推进智慧文旅建设，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2022年全省文化和旅游工作会议举行

办好中国非遗博览会，实施文保“十项工程”

山东新增257处“省保”，首次公布水下文物保护区

省级文保单位达1968处，数量居全国第一

1月20日，山东省
文化和旅游厅 (山东省
文物局 )举行新闻发布
会，公布山东省第六批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57
处、山东省第一批水下
文 物 保 护 区 1 处 。 至
此，山东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总数已达1968处，
数量居全国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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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考古工作平台。

威海湾一号装甲板起吊现场。 跨步式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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