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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综览

坚决遏制文物法人违法行为

文物工作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

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

中华优秀文明资源。

法人违法是危害文物安全的突出问

题，整治文物法人违法是一项长期的艰

巨任务，事关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成效

和文物事业的持续发展。

河曲县罗圈堡村是山西省明代长

城重要点段，2022 年 9 月， 罗圈堡村引

进本土民营企业投资主体，未经审批即

实施罗圈堡村乡村振兴项目，在罗圈堡

及其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内实施了一

系列开发建设，相关责任部门和人员被

严肃问责。

榆次区猫儿岭墓群是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2014 年以来， 猫儿岭墓群保护

范围内共有 21 个项目存在越权审批和

违规建设， 该墓群原始地貌破坏严重，

46 名责任人员被追责问责。

针对文物法人违法案件问题，山

西省出台相关规定， 从事后向事前倾

斜，推动文物行政执法关口前置，从源

头上遏制文物法人违法行为发生，同

时， 健全完善文物违法行为责任追究

制度，引入公益诉讼机制，让责任人员

真正从制度和法律上 受 到 触 动 和 警

示。 同时还建立了执法巡查、 案件督

办、明察暗访、公示公告 、通报约谈等

工作机制，开创“省级督察、市县执法、

社会监督、科技支撑”的文物行政执法

新局面。

文物安全标准化管理是纵贯全省

文物安全工作的主轴线 ， 今年 1 月出

台的 《山西省文物安全责任制实施办

法》 明确将文物安全工作纳入地方政

府年度考核评价体系 ；明确了省、市 、

县各级人民政府及主要负责人、 分管

负责人贯彻执行文物安全法律法规和

方针政策 、 建立健全文物安全协调机

制、 依法督办查处重大文物安全事故

和文物违法案件等责任 ； 明确了文物

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文 物 安 全 监 督 管

理、组织开展文物保护单位执法巡查、

建立健全文物安全应急机制等责任 ；

明确了各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履行

文物安全相关工作的责任 ； 明确了文

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坚持“谁管理谁使

用谁负责 ”，打通文物安全责任“最后

一公里”。

严防火灾确保文物安全无虞

山西素有“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博

物馆” 美誉 ， 古建筑数量位居全国第

一，且自唐以来从未断代，研究价值极

高 。 但木结构和砖木结构的古建筑耐

火等级低，榫卯式梁架结构四面通透 ，

一旦起火往往形成炉膛风道 ， 极难扑

灭 ， 所以防火是我省文物安全工作的

重中之重。

平遥武庙是位于世界文化遗产平

遥古城内的县保单位，为世界文化遗产

的组成部分。 2019 年 5 月，平遥武庙修

缮工程施工作业人员违规使用液化气

喷火枪，对正殿屋顶西南角的飞椽进行

炭化做旧处理 ，致使木料引燃 ，继而引

发火灾，正殿全部烧毁。 事故发生后，平

遥县纪委监委对有关责任部门和人员

进行了问责处理。

“这些年的文物火灾有一个特征 ，

电气火灾比较多 ， 大概占到 30% 。 因

此 ， 近年来我们在有计划地对文保单

位和文博场所的线路进行全面检查。 ”

山西省消防救援总队副总队长管延忠

告诉记者 ， 在文物保护上加大督察力

度，组建义务消防队 ，组织开展火灾警

示教育、消防法律法规教育 、消防技能

培训和消防演练 ， 确保消防控制室操

作人员持证上岗 ， 消防救援能力进一

步提升。

为了防患于未然 ， 山西省各级文

物部门也加强了对文物保护单位的日

常巡查和定期检查， 确保及时发现并

消除火灾隐患。 同时，加强了对文物工

作人员和志愿者的消防安全培训 ，提

高了他们的应急处理能力和自救互救

能力。

8 月 15 日 ，暑假期间 ，早上 8 时，

不少游客已陆续进城。 平遥古城派出所

社区民警郝晓威参加完交班会，像往常

一样带领两名辅警对城内“九小场所”

进行安全巡查。

记者跟随郝晓威的脚步， 走进古城

步行街。

“师傅， 油锅炸东西很容易引起火

灾，千万不能大意 。 ”在一家客栈的餐

厅，郝晓威叮嘱正在炒菜的厨师，随后，

他仔细检查了灭火器的有效期，并吩咐

客栈老板尽快配备防溅挡板。

“平遥古城是一座活着的古城，古

建筑、经营户、居住户都很多。 ”郝晓威

一边认真填写检查记录表，一边告诉记

者，人多隐患就多 ，加上很多古建筑都

是木结构，小小火星就可能火烧连营。

“防火是头等大事， 一点都不能马

虎。 ”挨家挨户监督检查早就成为郝晓

威和战友们每天的必修课。

平遥县现有登记在册的不可移动文

物 1075 处， 其中各级文保单位 143 处，

包括国保单位 20 处、省保单位 14 处、市

保单位 3 处、县保单位 106 处，文物遗存

集中丰富，文化遗产弥足珍贵。

近年来， 该县坚持抢救性保护与预

防性保护并重，全力以赴维护好平遥古

城的历史原真性、风貌完整性和生活永

续性。 先后出台《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 年）》和《新

时代文物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

案》，制定年度文物安全检查工作计划，

印发《关于明确平遥县基本建设用地考

古前置基本流程和职能的通知》， 制定

《关于进一步规范管理全县不可移动文

物保护员的通知》， 实现属地乡镇文保

员直管。

同时， 坚持高效能管理， 先后成立

古城消防队、古城旅游警察大队、“一城

两寺”研究院 、古城景区公司等管理运

营机构，提升古城保护科学化精细化管

理水平。 建立古城保护与管理联席会议

制度，形成违法建设联动查处，公安、交

警、城管“三勤合一”联动执法等重大工

作机制。

筑牢文物保护安全防线

2021 年的那场洪涝灾害致使山西

省多处古建筑受损 ， 从晋城阳城大夫

街土地庙护墙受损 ， 到晋祠多处建筑

屋面漏水 ； 从运城盐池禁墙东禁门瓮

城大面积坍塌 ， 到平遥古城城墙部分

墙体坍塌……全省共有 1783 处不可移

动文物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屋顶漏雨 、

墙体开裂坍塌 、地基塌陷 、建筑倒塌等

多种险情 ， 9 座博物馆纪念馆出现小

面积漏雨、部分构件损坏等情况。

洪涝灾害面前， 很多网友一面为

三晋民生祈福 ，一面为文物安全揪心 。

“关注暴雨中的山西文物 ”持续登上热

搜 ， 媒体也对山西古建筑保护给予密

集报道 ， 全社会表现出了对文物的高

度关注。

“地上文物看山西。 ”山西是我国古

建筑遗存最多的省份。 平常情况下的保

护难度尚且不小，遇到自然灾害则难度

更大。 正如文物部门相关人员坦言，许

多山西古建筑多为木构架结构，由于建

筑年代久远，千百年受自然环境侵蚀和

人为活动影响，抵御洪灾等自然地质灾

害能力脆弱。

也正因如此，严密的巡查监测 、灵

敏的反应机制、 专业的修复手段就显

得越发重要。 山西省各级文物部门在

认真贯彻落实 《山西省不可移动文物

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办法》的同时，针对

本地实际 ， 制定风险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 ， 建立自然灾害风险管理联合协作

机制，统筹推进有关工作，并积极构建

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 害 风 险 评 估 体

系，与自然资源、气象 、地震 、文物、文

旅等相关部门共同推进不可移动文物

自然灾害风险评估。

“实时监测、有效加固、整体搬迁、

异地保护、收集残件、及时抢救等，都是

文物应急抢险工作的需要。 ”省文物局

文物安全督查处处长王健介绍道，近两

年，山西文物部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抢险修缮工作，国家有关部门也在专题

研究支持山西因灾受损文物抢险和保

护修缮工作。

除了自然因素外 ， 文物盗窃贩卖

也是威胁文物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

据省文物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 山西省

曾经是文物犯罪活动的重灾区， 为了

不给犯罪分子非法倒卖文物留下可乘

之机， 省文物局不断完善文物市场监

管机制，加强拍前审核 、事中监拍及备

案核查，并发布风险监测预警，指导各

地开展应急处置。

文物安全工作是跨部门、跨系统的

综合性工作， 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需

要凝聚合力、多方联动。 省文物局加强

违法犯罪信息共享和部门联动，及时将

违法犯罪线索向公安等有关部门通报，

加强涉案文物鉴定评估机构和文物进

出境审核机构建设，大力保障文物犯罪

案件侦办。

据介绍，近年来，从线索移交、案件

督办、现场勘查、文物鉴定、业务培训、

情况通报等多个方面，各地公安机关与

文物部门紧密配合，建立并完善了一系

列长效机制，形成安全监管、风险预警、

隐患处置全流程闭环，织密天罗地网。

太原天龙山石窟开凿于北朝晚期

至隋唐时期，是中原地区代表性佛教石

窟，在我国石窟雕塑发展艺术史上具有

重要地位。

“我几乎每天都要上山看看， 一天

不看就不踏实。 ”在天龙山石窟博物馆

总控室，太原市公安局晋源分局晋祠派

出所所长王春亮告诉记者 ，“一百年前

的一场浩劫，让天龙山石窟造像流散世

界各地。 看到佛首的微笑再一次在天龙

山绽放的时候，我们都流下了热泪。 ”回

忆起护送天龙山佛首回归的场景，王春

亮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带着感情守护好身边的历史文化

遗产，我们责无旁贷”。 每个接受采访的

民警几乎都说过这样的话。

（据《山西日报》）

文物保护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近年来，山西省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文物保护力度明显加大，

制定出台了《山西省文物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明确了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责任，强化了文物保护的法律保障，同时将

安全监管平台与巡查检查队伍有机结合，形成省、市、县、保护机构四级安全管理“一张网”，严厉打击盗窃、破坏文物等违

法犯罪行为，全力守住文物安全底线，让历史的记忆得以完好传承。

山西省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巡检队伍出征仪式现场。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