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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拥有丰富的文化遗
产。随着我国精神文明的建设，对文物发掘、保护的
重视程度也不断提高，建立了专门的文物保护管理机
构，并在县级建立一线文物保护单位，目的就是深入
基层，开展更加及时、有效的文物保护工作。但在基
层文物保护实际工作中，经常存在保护不及时、难到
位等问题，影响了文物资源的保护和文物价值的发
挥。因此，本文就基层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如何做好文
物保护工作展开详细分析。

一、基层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文物是历史留给人类的财富，是人们了解历史的

重要途径，是人类继续进步的重要基石。文物中所蕴

含的价值不仅是中华文化的烙印，更是历代伟人智慧
的体现与进步的见证，因此开展文物保护工作具有重
要意义。基层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属于一线政府部门，
基层文物保护管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琐碎、综合、覆
盖面广泛的工作，是国家文物保护的重要基础，许多
重要的国宝级文物出自基层建设过程，能否及时抢
救、保护、辨别文物与基层文物保护管理机构的职能
发挥有着重要关系。目前，城乡建设步伐不断加快，
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愈发明显，只有强化
基层文物保护管理，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基层文物保
护管理机构应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强化管理、
合理利用”为工作原则，深入基层群众生活环境，全
面掌握辖区内的文物，制定科学合理的保护计划，在
发现文物的第一时间进行保护和抢救，使文物成为城
市发展的名片，充分发挥文物的价值和作用，避免更
多文物在经济建设中被破坏。

二、基层文物保护现状
目前，基层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工作开展存在较

大的难度，主要表现如下。首先，基层文物保护管理
机构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保证，工作人员大
多是半路出家的非专业人员，软硬件设施不到位，导
致基层文物保护工作难上加难。其次，基层群众对文
物保护和文物价值的认识不足，容易对文物、古建筑
等造成破坏，针对这一情况，基层文物保护管理机构
工作人员往往鞭长莫及、力不从心。并且，在城乡发
展建设时，政府存在忽视文物保护的情况，未能充分
参考基层文物保护管理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导致大量
文物消失。基层文物保护管理工作需要政府更多的支
持，此外，立法等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否则单凭
工作人员的力量很难对文物实现真正的保护。

三、加强基层文物保护工作的策略
（一）切实掌握管辖范围内文物保护单位的基本

情况
文物并不单指陶器、瓷器、青铜器等常见形式，

古建筑、石雕石刻、古代墓葬等都属于文物保护管理
的范围。基层文物保护管理机构需要在全国性文物普
查的基础上开展辖区内的实际调查，将辖区内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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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类型、数量、大致年代、重要性做好记录，根
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保护方案，尽可能提高对文物
的保护效果，避免文物被破坏，出现价值流失；如果
文物损坏严重，可及时向上级部门汇报并请求支援，
提高对文物的保护质量，避免因为自身技术限制造成
文物受损的情况。总而言之，基层文物保护管理机构
需要对辖区内的文物做到心中有数，根据实际情况和
需求进行处理，这样才能做到切实、有效地保护文
物。

（二）根据单位价值进行重点保护
在人力、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基层文物保护管理

机构需要根据单位价值进行重点保护，将好钢用到刀
刃上。比如，对于古建筑，文物保护单位设立了专门
的团队进行看守和保护，一旦发现问题及时上报，提
高文物的价值安全。文物保护和城市建设相辅相成，
对于因城镇发展出现损坏文物的事件，基层文物保护
管理机构需要提前介入，对现场重要文物进行提前保
护，保护文物的同时提高城市的文化价值。对于一些
环境好、不易被破坏的单位，可以通过监控等手段进
行文物保护，做到保护的针对性，降低人类活动对文
物的影响。

（三）做好文物保护宣传工作
基层文物保护管理机构肩负着文物保护宣传的重

任，需要通过多种宣传途径，使人民群众了解文物保
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文物出土首先要经过的第一关
保护并不是专业机构的核验与保护，而是广大群众对
于文物的处理，因此，文物保护工作开展的基础是提
升人民群众文物保护的意识，普及文物保护的知识，
保障文物被发现时不会受到损坏。基层文物保护管理
机构在宣传过程中应鼓励群众将发现的文物信息及时

上报，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来保护当地文物；向群众
传授文物常识，提高群众对文物的辨别能力，降低文
物保护管理风险。在当地博物馆展览中，基层文物保
护团队可以对文物的发现人、信息上报人进行一定的
报道和嘉奖，提高群众对文物保护工作的参与积极
性，为保护文物创造更好的文化思想氛围。

（四）处理好生产与文物保护之间的关系
处理好生产发展与文物保护之间的关系，是基

层文物保护工作的重难点。政府相关部门在进行城市
发展规划时，应当充分考虑基层文物保护管理部门的
意见，尽量绕开无法移动的古建筑、古墓等文物，以
文物保护为主，毕竟文物一旦受损就无法复制。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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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城镇、城乡的文化标签，杜绝因生产建设而放弃文
物保护的行为。在文物保护与城镇建设出现冲突的时
候，必须以文物保护为工作重心，对城乡建设规划进
行合理调整。

（五）为文物保护提供资金保障
随着文物数量不断增加，管理机构的保护资金压

力也随之加大，相关政府需要为当地基层文物保护工
作提供资金支持。一方面，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文化保
护，基于当地的文化优势，号召社会各界人员加入文
物保护工作中。另一方面，利用好文物价值，将其与
旅游文化结合起来，不仅有利于宣传文物价值，提升
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还能增加收入，解决文物保护
资金的短缺问题，更好地保护文物。

（六）建立完善的保护工作制度
文物保护工作并不是某一部门或某一单位的责

任，从宏观角度来说，是全社会共同面临的责任。而
完善的保护工作制度是文物保护管理机构与其他部门
沟通协调、合作的基础。通过建立部门之间的协调工
作机制，各单位、各部门定期交流合作，做好发展规
划，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好处理预案，推进全方位、
多部门共同协作，全面实现对基层文物的保护。在基
层保护管理机构人手充足的情况下，可以下派一名专
业人员全程跟随施工团队，在施工工作开展前排查该
地区出现文物的可能性，确保破损文物第一时间得到
处理与保护。另外可以定期给施工团队培训文物保护
相关知识，提高工作人员的文化保护意识。

四、结语
现阶段，在基层文物保护工作中仍有许多问题需

要解决，基层文物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基层文物保

护管理机构必须加强对文物保护的宣传力度，同时制
定具有针对性的措施，从而保证文物保护管理工作顺
利进行，更好地推动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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