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山西省共登记认定不可移动文物 53875 处，约占全国 76.67 万处的 7%，在全国排名第

四，其中，低级别文物（所谓低级别文物，是相对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些高级别文物而言

的，主要包括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总量占比达到了 94%。。

近年来，山西省下大力气摸清资源底数、保存状况和经费需求，分级分类提出保护措施，建立线上监管线下巡查

机制，实现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数字化监管全覆盖，守住文物安全底线。

健全保护管理机制

摸清资源底数

近年来，山西省出台了《山西省文

物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明确了各级

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相关行

业部门、 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的职责

和任务，确保不可移动文物“有人看、

有人管、有人查”。制定了《山西省不可

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办法》《山

西省不可移动文物 自 然 灾 害 应 急 预

案》等，绘制了不可移动重点文物汛期

风险分布图， 发布了不可移动文物自

然灾害应急指南， 联合气象部门建立

了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共享机制， 多措

并举提高不可移动文物风险预判和防

灾减灾能力。

为了打通文物安全责任制的“最后

一公里”，山西省于 2017 年印发了《山西

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

明守望工程” 实施方案》， 旨在充分动

员、 鼓励社会力量通过捐资、 集资、出

资、认养、创设博物馆、提供志愿服务等

多种形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以认领认

养文物建筑为主要内容的“巨手擎”项

目取得了重要进展。

截至 2023 年底，全省累计认领认养

文物建筑 473 处， 吸引社会资金 5.4 亿

余元，其中正常投入使用的达到 248 处，

超过了 50%的利用率。 依托多种基金平

台募集抢险救灾资金和社会公益捐助

资金共 2800 余万元对低级别文物实施

抢险修缮。

要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和保护这些

低级别文物，首先得摸清家底。 山西省

认真组织实施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在

全面复核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基础

上，对全省境内展开了细致入微的地毯

式调查，并建立健全低级别文物的名录

信息、 空间分布图和基础信息数据，与

国土空间规划的“一张图”实施监督信

息系统实现共享，从而为进一步准确判

断低级别文物保护形势、科学制定低级

别文物保护政策提供重要依据。

债券基金多项资金支持

为低级别文物“遮风挡雨”

低级别古建保护的障碍很大一部

分来自财力问题。 利用政府一般债券改

善低级别文物保存状况，守住文物安全

底线，是山西省一次创新性举措。

2022 年底，山西省首次明确要充分

利用政府一般债券全面加强低级别不

可移动文物保护，这一举措在全省文物

保护史上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也为

山西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发生历史性

变化创造了历史性机遇。

省文物局联合省财政厅印发了《关

于利用政府一般债券全面加强低级别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通知》， 建立了包

市帮扶 、进展调度 、项目报备 、项目评

估、质量控制、考核评价、试点推进等工

作机制，开展了专项调研 ，确保低级别

文物政府一般债券政策落到实处。 仅

2023 年，各市下达低级别文物政府一般

债券共 3.4 亿余元、294 个项目。

“利用政府一般债券实施低级别文

物保护需要政府重视 、部门支持 、自己

争取才能见实见效。 省文物局的角色就

是尽可能在政策上给予最大的支持 ，

市、县的角色就是尽全力在额度上争取

最大的比例。 ”省文物局副局长程书林

表示。

今年，山西省文物保护基金正式成

立，作为全国首家省级政府批转设立的

公益性文物保护基金，既填补了山西省

“空白”，提供了文物保护经费投入的新

渠道，也将对省以下文物保护单位保护

发挥支撑作用。

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

融入百姓生活

村头的老庙是否晨钟暮鼓？ 城市的

古建能否闹中取幽？ 保护文物不仅仅是

为了保存历史，更是为了让历史“活”起

来，走入百姓生活。

在孝义市梁上庄村， 去年修缮完工

的清代关帝庙内古建筑修旧如旧，外围

修筑了护坡 ，安装了摄像头 ，排水非常

顺畅。 站在关帝庙厢房上眺望，漫山核

桃林，一派安静祥和的田园风光。

2019 年，山西一家企业认养了这座关

帝庙，并承诺认养 5 年间对其进行维修保

护和展示利用，让沉睡的文物资源“活”起

来。 截至 2022 年底，社会力量共认领认养

山西文物 340 余处，吸引社会资本 3 亿余

元，一批濒危古建筑得到抢救性保护。

除将社会力量作为文物保护有益

补充，山西从 2022 年年底开始，首次利

用政府一般债券全面加强低级别不可

移动文物保护，争取用 10 年左右时间改

善它们的保护状况。

“文物活化利用可让更多人接触

到、看得懂、感兴趣，并从中汲取滋养。 ”

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北齐壁画博物

馆馆长王江说。

与此同时，山西从 2022 年起连续 5

年面向全省 117 个县（市、区）定向培养

600 名文物全科人才， 着力破解基层文

博人才回不去、留不住、短缺的困境。

三晋大地的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的

见证者，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和

灿烂文明。 保护好这些低级别文物不仅

是对历史的尊重， 更是对后代的责任。

省文物局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推动

系统性保护，构建大保护格局 ，努力在

低级别文物保护利用上闯出新路子、展

现新作为。

（据《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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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好三晋大地的每一件文物

———山西全面加强低级别文物保护利用

永济尧王台景区。 资料图片

潞阳麦捷煤业公司：

加强廉洁文化建设 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今年以来 ， 山西寿阳潞阳麦捷煤

业公司党总支把加强廉洁文化建设作

为一体推进不敢腐 、不能腐 、不想腐的

基础性工程抓紧抓实， 深耕廉洁文化

建设责任田 ， 多措并举强化廉洁文化

教化作用， 不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态。

强化思想建设助推公司发展

每季度开展“一季度一主题 ”廉政

宣传教育活动，综合运用微信工作群组

织党员干部持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等党纪党规。定期对党总支中心

组、 党支部“三会一课” 等开展情况、

“第一议题 ” 制度落实情况进行监督 ，

督促领导干部始终把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摆在首要位置 。 注重“抓关键少

数”， 定期对领导干部开展谈话， 以谈

促改 ，防微杜渐 ，运用“第一种执纪形

态”做深做实领导干部监督。 持续丰富

廉洁文化活动， 营造崇廉、 倡廉氛围，

结合“廉洁文化宣传月 ”等活动，收集

廉洁书画 、制作廉洁微视频 、讲廉洁故

事、发放《廉洁教育故事选编》《廉洁警

示案例汇编》正反面案例读本 、签订家

庭助廉书、廉洁“五进”等活动形式，加

强对党员干部的反腐倡廉教育。利用廉

洁文化示范点，组织党员干部 、关键岗

位人员观看警示教育片 、 参观廉政基

地。 通过多种廉洁文化教育方式，引导

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

利益观， 把廉洁文化理念根植于心，不

断增强纪律意识 、规矩意识 ，形成崇廉

尚廉的良好风气。

强化精准监督防控廉洁风险

把政治监督和业务监督有机统一起

来，在日常监督工作中，对党总支“三重

一大”决策、重要会议部署情况与部门落

实情况进行双向监督，紧盯招标、采购、

煤炭销售领域等关键岗位领域，从业务看

政治，督促各关键岗位部门自觉落实公司

各项决策部署，自觉维护公司利益。 抓实

抓细节点监督，针对元旦、春节、五一、端

午等重要节点开展监督检查，重点围绕公

车使用、业务招待、领导干部值带班情况

等方面开展专项检查， 严查违规违纪问

题。 强化制度规范执行，对公司管理制度

执行情况进行抽查监督，通过查看规章制

度的宣贯、执行、考核等情况，确保公司

制度执行落实到位。 在监督过程中，公司

党总支积极推进“大监督”体系建设，组

织职能部门召开监督工作联席会议，推动

“大监督”工作从局域向全域转变，坚持

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

把廉洁文化贯彻日常监督工作之中。

做实党纪学习教育提高综合素质

在监督检查过程中，严格落实监督

工作责任制，压紧压实线索办理安全工

作领导责任、主体责任，建立问题线索

台账，指定专人管理。 加大业务培训，强

化干部能力素质。 重新修订了党总支中

心组理论学习制度， 认真学习 《党章》

《中国共产党纪处分条例》等党规党纪，

通过集中学习并交流研讨，公司纪检人

员纪法意识和纪法素养、处理案件能力

有了明显的提升。

（秦宇柱）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