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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管澍/文 林双伟/摄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物
保护工作，早在福建福州工作期
间，就亲自谋划推动福州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工作，主持确定了福
州文物保护工作“四个一”机制，
组织推动保护三坊七巷等，创造
了宝贵的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
实践成果。

近年来，福州市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
重要论述、重要指示，推动文物保
护与城市建设协调发展，努力打
响闽都文化国际品牌。

文物治理能力明显提高
近年来，福州公布实施了《福

州市海上丝绸之路史迹保护管理
条例》《福州市文物建筑活化利用
管理办法》等20多个文物和古厝
保护的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
等，组织编制《建设项目文物影响
评估导则规范》，为福州文物和古
厝保护利用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
与具体指导。

福州 2019年起将古厝保护
工作纳入市对县（市）区年度绩
效考评的指标。福州市深化文
物保护“四个一”机制。2021年，

市委市政府新组建市文物局。
该局作为政府工作部门，成为全
国第六家单独设立的设区市文
物局。

今年1月，市考古队编制数翻
番，增至26人，并加挂“福州市文
物保护与考古研究中心”牌子。
从2017年4月起，在福州进行土
地出让、房屋征收、项目建设等，
必须征得文物部门用印同意。
2017年至今，相关部门已对福州
市4000多个城建项目提出文物保
护意见。2023年起，年度市级文
物保护经费从 1000 万元增至
1300万元。

文物保护利用有效加强
福州市完成涉台文物、海丝文

物、革命文物、石窟寺碑刻等文物
资源的调查和第一次全国可移动
文物普查，新增公布110处各级文
物保护单位、80处不可移动文物。

全市现有 4783处不可移动
文物，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5处56点，省级136处，市县区
级696处，国有馆藏文物24923件/
套，数量达历史新高。

福州市将文物保护要求纳入
各类规划要求。在城乡建设和旧
屋区改造中，文物部门主动介入，

把关口前移，明确文物保护要求，
并做好跟踪落实，加强重点文物
修缮。

博物馆事业蓬勃发展
福州市博物馆体系日益完

善。福州市海上丝绸之路展示
馆、陈绍宽故居以及福清市、永泰
县等县（市）博物馆新馆等40多座
博物馆、展示馆陆续建成并对外
开放，其中乡村博物馆、展示馆有
30多座。

全市文化文物系统管理拥有
博物馆26座，其中非国有博物馆
有10座，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博物
馆体系。“十四五”期间，福州将建
设面积5万平方米的福州市博物
馆新馆。

福州市博物馆的网上展览
“闽都华章——福州历史文化陈
列”获国家文物局推介。该博物馆

“古城印记”数字展示平合被福建
省文物局选送参加第九届中国博
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

申遗工作不断向前推进
下一步，福州市将大力推动

三坊七巷、海上丝绸之路、福建船
政等申遗工作开展。

市文物部门将在市委、市政

府的领导下，按照新时代文物工
作“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
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
要求，重点做好“五抓五推”。

一是抓保护管理，推动全面
提升文物综合管理水平。组织开
展第九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和第十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推
荐申报工作，新公布一批不可移
动文物。力争推动三坊七巷、海
上丝绸之路、福建船政列入更新
后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
单。

二是抓考古科研，推动古城
历史研究。组织开展配合基建城
市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推进
福州城市起源与发展等研究。

三是抓精品工程，推动文物
修缮和活化利用。开展福州文
庙、福建协和大学建筑群等一批
重点文物修缮工程，持续擦亮“福
州古厝”名片。

四是抓展览展示，推动文博
馆所多元化。组织开展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社教活动，扩大文
博馆所的文化影响力。

五是抓文物安全，推动文物
安全能力建设。组织开展全市文
物安全专项整治大检查行动，强
化文物巡查，确保文物安全。

■记 者 安梓
通讯员 高乐鑫 文/摄

为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
入挖掘优秀文化，为探寻未来基
础教育改革的发展方向，更好地
提高小学教育专业师范生的专业
素养，加深小学教师对岗位的理
解，让他们进一步了解作为未来
人民教师的使命与担当，今年暑
假，福建师大教师教育学院积极
开展多种形式的闽都文化遗产传
承研学实践活动，共组织十余支
实践队伍，采用调研考察、志愿服
务等方式开展社会实践，带领学
生们了解和研究沉淀在八闽大地
的优秀文化基因，引领他们传承
闽都文脉，探源中华文明。

师大教师教育学院 2022级
小学教育6班的高乐鑫同学，带领
一批闽都文化爱好者组成小分
队，加入三坊七巷研学共享空间，
开展闽都文化“走读”研学社会实
践活动，并参与组织了“闽都古厝
文化研学”“闽都非遗文化传承夏
令营”“闽籍名家话闽都”经典诵
读展示等系列活动。

他们充分发挥小学教育专业
学科特长，针对“漫步名城，走读
福州”系列研学活动进行深入研
究，致力于这个领域跨学科的课

程研发以及对历史遗产的活化利
用，寻找更适合青少年群体的传
承方式。

行走“读城”知古今
一座城市就是一所学校，行

走“读城”知古今。
师大学子们采用实地调查、

深度体验的方法，携手在三坊七
巷研学共享空间组织实施了8月
8日举办的闽都古厝文化研学活
动和8月10日举办的闽都非遗文
化传承夏令营活动，这两场活动
均面向小学生。他们还组织了8
月18日在闽江之心举行的“闽籍
名家话闽都”经典诵读展示汇报
活动。这场活动以中小学生为
主，也有其他社会人士参加。

在闽都古厝文化研学活动
中，师大学子向小朋友讲解了三
坊七巷黄巷内小黄楼的历史。他
们从深厚的历史背景入手，带领
孩子们在真实情境中体验品鉴四
壁的诗词楹联、书画创作等，了解
古建筑的特色与诗句的含义。

闽都非遗文化夏令营活动主
要围绕茶文化展开。师大学子们
用简洁生动的语言讲解知识，还
带着孩子们动手实践，教他们喝
茶的礼仪以及糕点的制作等。该
活动内容丰富，体验感很强，孩子
们学得不亦乐乎。这样的研学课
程让孩子们在学习知识的同时，
深刻认识到各种礼仪背后的意
义，了解到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

观。
8月 18日，研学活动迎来一

场重头戏，也可以说是“成果汇报
展”。师大学子协助福州市文联
在闽江之心组织开展了一台时长
1小时的“闽籍名家话闽都”经典
诵读展示汇报活动。实践队员们
参与了复杂的节目编排、彩排走
台、组织演出等全过程，获益良
多。

这次汇报展示活动的“演员”
都是“兰花圃”全市师生有声美文
大赛获奖选手。他们既诵读了闽
籍名家名作，也展示了一批独具
特色的原创作品。这样的活动为
孩子们提供了广阔的展示平台，
让他们在闽都文化传承活动中收
获满满。

活化资源
让研学变“延学”

这个暑假，师大小教实践队
通过深度参与闽都传统文化“走
读福州”青少年研学活动以及一
系列调查访谈，对研学活动的全
貌有了深入认知。

目前闽都文化的研学活动主
要包括“沿着总书记的脚步访福
州”“跟着诗词游福州”“你不知道
的福州‘船’说”“我把福州戏唱给
你听”“探秘福州茉莉花茶”“漫游
闽江之心”等多条核心线路。这
些线路覆盖了三坊七巷古厝、严
复故居、“苍霞人家”生活馆、福州
西湖公园、梁厝特色历史文化街

区、青年会、青年广场、闽江夜游
等景区或地标。

活动中，大学生实践队的队
员们明显感受到，青少年学生了
解这些历史文化知识的渠道并不
多。队员们认为，闽都文化研学
课程的开发关键在于“跨学科”，
要鼓励校内师资力量积极参与校
外研学课程设计。学校可以尝试
建立研学课程教研中心，组织各
界教师和合作单位人员一起编写
研学手册，明确研学的目的、方
法、知识内容；挖掘地方文化资源

与校本课程内容有交集的部分，
打造有自己学校特色的闽都文化
研学活动，让研学变“延学”。

这样的实践活动不仅局限于
福州市、福建省，师大教师教育学
院还鼓励青年学生返乡时结合各
自家乡的资源，探究家乡的优秀
传统文化，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
实践活动，在更广阔的领域探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长河中
的地位、作用和价值，在实践中激
发民族自信心，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漫步名城 走读福州 活化资源 赓续文脉
福建师大教师教育学院学子开展闽都文化遗产传承研学实践活动

福建师大教
师教育学院2022
级小学教育实践
队参与闽都古厝
文化研学。

乐享 文化

福州重点推动三坊七巷、海上丝绸之路、福建船政申遗

做好“五抓五推”让文物“活”起来

位于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