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 西 省 文 物 局

晋文物提案函〔2023〕14 号

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
第 0250号建议的答复

尊敬的王国华委员：

您好,您提的《加大文物保护力度 彰显文化强省自信》提案

已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您的这一提案很好，对改进政府工作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和指导意义，对我省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挖掘文化内涵具有积极

的促进作用。

二、山西文物资源众多，是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也是任务

艰巨的保护难点。山西普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53875处，其中低

级别文物 50692处，约占普查登记总量的 97%，且一半以上为木

结构古建筑。由于低级别文物数量多、分布广、管理不到位、经

费投入少等诸多原因，全省约 80%的低级别文物保存状况较差，

实施全面保护修缮资金需求在 200个亿左右。面对繁重的保护任

务和利用需求，近年来，省文物局在文物保护和激发社会力量参

与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实施“文明守望工程”

“文明守望工程”是自2017年5月开始实施的以政府为主导、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的文物保护利用的山西实践。截至目前，全省

社会力量共认领认养文物近 400处，吸引社会资本 3亿余元投入

到文物保护利用工程；指导设立文明守望专项基金 4支，累计募

集社会资金 1300余万元；累计登记备案非国有博物馆 50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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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首个博物馆促进条例及相关配套政策正式出台；先后组建山

西高校文化创意联盟、山西文创联盟、山西省文物单位文创联盟

等 3个行业社会组织，累计研发“晋魂”系列文创产品近千余件；

通过连续开展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累计移交追缴文物 45493

件文物，榆社邓峪石塔塔身、云冈石窟第 7窟主室西壁左侧天王

头像、天龙山石窟第 8窟北壁主尊佛首等陆续终归故土；组建成

立“山西文博志愿者之家”，旗下拥有志愿者团队 28个、志愿者

近 4000余名。

2021年 10月山西文物受灾后，着力推动“文明守望工程”

与文物灾后抢险实现融合尝实施定点修缮、搭建保护棚、启动宣

传项目等有益作做法。目前，14处文物灾后抢险保护项目已落实

捐助资金 1822万元。与此同时，启动“守护乡野记忆”低级别文

物搭设临时保护大棚公益行动，暂缓灾情造成的损失，待修缮资

金到位后再做安排。截至目前，动员 3家企业在 5市 17个县搭设

了 159个价值约 860余万元的文物保护大棚，为下一步开展公益

修缮推介工作奠定了基础。

（二）利用政府一般债券实施低级别文物保护利用工程

针对我省大部分市、县政府本级一般公共预算严重不足且文

物保护任务十分繁重的实际情况，经报请省政府批准，同意市、

县政府从 2023年起利用政府一般债券对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实

施全面保护，确保十年内全省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存状况得到

明显改善。截止今年 4月 16日，全省利用政府一般债券支持文物

保护利用额度为 84386万元，其中，用于低级别文物保护利用的

25586万元，非低级别文物的 58800万元。

（三）革命文物活化利用深入拓展

为进一步推进革命文物活化利用工作，省文物局印发了《关

于革命文物活化利用的指导意见》；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八路军总

司令部王家峪旧址等重点革命纪念馆、革命旧址的展示利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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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提升；八路军总司令部王家峪旧址探索“1+4”片区保护利用

模式，入选 2022年度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优秀案例；全省 3

名红色讲解员获得国家文物局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推介；联合团省

委、省委党史研究院组织开展了“党的故事我来讲”“寻找身边红

色记忆”等活动，较好地发挥了革命文物在革命传统教育、爱国

主义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中的服务作用。

（四）免费定向培养文物全科人才

着力解决基层专业人才短缺突出问题，与有关部门联合出台

了文物全科人才免费定向培养实施办法，首次面向全省 83个县招

生 112名，“十四五”期间培养基层文物全科人才 600名，这在我

省是首次，全国是首家。

三、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全方位推动新时代

山西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聚焦“新时代”“全方位”

“高质量”三个关键词，全面深化“五大体系”建设、拓展“六

位一体”工作格局，推动各项任务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细里

走。

（一）做好七大重点工程建设。加快“云冈学”建设、深度

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建立健全国宝级文物特殊保护机制、“十

四五”末全面完成元代及元以前早期木结构古建筑覆盖性抢救工

程、启动政府一般债券优先支持低级别文物保护利用和数字化安

全监管平台建设工程、实施文物数字化战略、深化“文明守望工

程”。

（二）坚持深化研究，助力经济发展。促进文博产业改革发

展，加快文博管理体制改革，提升文物经济、文化、艺术、历史

价值，推进文物艺术品从资源向资产和资本转化，把文博产业培

植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动能；加快与山西大学共建山西考古文

博研究院步伐，推动“文教融合”；持续深化文物领域“放管服”

改革，提高线上线下政务服务能级，构建新型综合监管机制，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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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规划建设古建筑、长城、壁画彩塑、戏曲、

关公、考古等多个富有山西特色的标志性专题博物馆；因地制宜

探索城市和乡村古建利用的新方式，盘活文物资源，让文物真正

活起来。

（三）守正创新做好文物宣传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和“三贴近”原则，

以鲜活的事例、生动的讲解向公众进行文物宣传，激发民众感知

历史、热爱文物的热情，营造人人参与文物保护的社会氛围；加

强文物部门网站及其他媒体平台建设，将文物保护与展示宣传结

合起来，在文物保护工作中不断增强职工社会意识、公众意识、

媒体意识和宣传意识，自觉将宣传工作贯穿到文物工作的各个领

域和环节中；积极加强与媒体、公众的良性互动。虚心听取媒体

和公众对文物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把体现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

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与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把坚持

政府主导与鼓励社会参与统一起来，形成良好社会氛围；为文物

宣传工作提供强有力保障，进一步提高对文物宣传工作的认识，

强化和落实责任制，切实加强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统一

领导、分工负责、运转协调的工作体制和机制。建设一支政治素

质高、思想作风正、业务能力强、工作有激情的文化遗产宣传队

伍。加大对文物宣传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提升宣传队伍的思想

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

（四）持续壮大人才队伍。加强院校联合，持续开展文物全

科人才培养；以全国技能大赛为契机，“沟通儒匠”，探索以师带

徒的培养方式，造就一支有理想、有技能、懂科学、高素质的文

物修复复制专业技术队伍。同时健全职业技能人才制度保障，畅

通文物人才晋升渠道，为山西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五）落实市场主体倍增任务。今年为了更好贯彻落实国家

文物局《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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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将“支持民营资本参与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使用管理”列入市

场主体倍增任务清单中，将向社会公布不少于 100处可供认领认

养的文物建筑清单，启动“三晋文明守望”专项基金公益资助受

灾文物抢险修缮项目。逐步推动国有文物建筑“有钱修、有人管、

在利用、出效益”。

（六）不断拓展革命文物传播纬度。充分发挥革命文物旧

址和革命类博物馆纪念馆在文物价值传播中的主阵地作用。紧扣

时代主题，立足线上+线下多种形式和媒介，形成有宣传推广、有

讲解服务、有公益讲座、有学术研讨、有教育活动、有文创产品、

有展览图录、有交流互动的全链条服务体系。积极策划推出一批

红色主题展览，发挥革命文物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持续开展革命文物优秀案例、

革命文物故事征集推介等活动。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传

播优势，不断拓展传播方式，增强红色文化的表现力、传播力、

影响力。

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如有意见，敬请反馈。

感谢您对省政府乡村古建筑保护方面的建议，并欢迎今后提

出更多宝贵意见。

负 责 人：

承 办 人：王晓芬

联系电话：0351-4037397

山西省文物局

2023年 4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