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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文物修复 勉励文博考古工作者

作为陪同习近平总书记调研三星堆文物保护修复
展示中心的工作人员，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余健告诉记
者，进入馆中后，习近平总书记首先来到金器修复区域，
与三星堆博物馆陈列保管部副部长、2022年度“大国工
匠年度人物”获得者郭汉中展开交流，询问了目前的工
作开展情况。郭汉中面前正放置着一件“青铜神坛底
座”。“目前，青铜神坛的修复工作还没有结束，所以在博
物馆展陈中不同的部件仍是分开陈列，可以说展陈和修
复是同步进行的。”余健表示，工作人员正在对其进一步
清理修复，为接下来文物实体的拼合做准备。

在这里，工作台上的一件“青铜神树”也十分引人
注目。“当习近平总书记了解到修复一件青铜神树花
费了两年的时间，而郭汉中从1984年就开始从事文保
修复工作，在三星堆一待就是39年后，他对文物修复
工作的不易十分感慨。”余健表示，目前三星堆一共出
土文物超过17000件，相对完整的有4000多件，修复的
工作量巨大，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大量的人员投入。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三星堆的团队和工作
者。在和郭汉中交流完后，他说：‘感谢大国工匠对文
化传承作出的实际贡献。’我们听了都觉得心里暖洋
洋的，受到了莫大的激励和鼓舞。”在余健看来，习近平
总书记的这句话，不仅仅是对大国工匠的认可和肯
定，更是对所有考古和文物工作者的勉励。

在青年身上 看见中华文化的传承

“在关心‘大国工匠’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特
别重视年轻队伍和青年人才的培养，专门询问了这方
面的情况。”余健告诉记者，“文物工作本身就是一项
需要代代传承的工作，中国考古离不开年轻的力量。”

据了解，在2021年新一轮三星堆祭祀坑的考古发
掘工作中，200多人的团队里有超过150人都是“90后”。

以在此次负责5、6、7号坑、今年获得第27届中国青年
五四集体奖章的四川大学三星堆遗址考古队为例，从
参与发掘至今，川大考古队已经轮换了多批博士、硕
士、本科生到三星堆现场参与工作。

“郭汉中老师的团队，也是‘师承制’的，由经验丰
富的大国工匠带领年轻人才，源源不断地给考古和文
物修复团队注入‘新鲜血液’。”余健告诉记者，“这些
活力满满的考古青年，为中国考古事业贡献着青春力
量，在他们身上，不仅可以看到中国考古的未来，也能
看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涵的一脉相承。”

科技助力 及时展示文物保护修复新成果

在文物保护与修复馆现场，工作人员还为习近平
总书记展示了三组利用人工智能、数字化等科技手
段，通过三维扫描进行模拟复原的文物，以及进行整
体提取的三星堆五号祭祀坑，其中就包括“青铜神坛”
一组。除此之外，还有“青铜鸟足神像”和“青铜骑兽
顶尊人像”。“虽然文物工作需要传统技艺，但我们也
一定是在传承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引入现
代科技助力考古事业。”余健说。

余健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考古和文保修
复工作的最新进展和技术性问题，对此，工作人员以
专业的深度，向习近平总书记详细介绍了金器、青铜
器、玉石器等不同类型文物的修复流程。“文物保护与
修复秉承‘守正创新、开放共享’的理念，将三星堆考
古新出土文物及时向社会公众展示，让观众能第一时
间享受考古发掘及文物保护修复的新成果。”在余健
看来，文保工作不仅仅局限于对文物本身的修复。

“国家对文化和考古事业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这次来到三星堆，更是给予了我们很大
的信心。”余健表示，“作为三星堆的考古人和文物工
作者，我们会担负起重大的责任使命，继续为中国的
文物考古事业、为传承弘扬中华文明奋斗、奉献。”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嘉 实习记者 王茹懿

蜀道 成都北上中原路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翠云廊后，广元蜀道文化研究会
蔡东洲教授先是向习近平总书记详细介绍了古蜀道的整
体情况。现场有两幅绘制好的古蜀道地图，第一幅上面
详细绘制了“北四南三”的7条古蜀道，北边分别是：陈仓
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南边分别是：金牛道、米仓
道、荔枝道。作为南边主道的金牛道，被更加细致地绘
制在另一张地图之上，这条古蜀道从汉中勉县到成都全
长600余公里，是历代官方修建、养护、管理的主干道。

行走在古蜀道上，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地询问蔡东洲
教授关于蜀汉与蜀道的有关问题，蔡东洲回答道：“三国
时，蜀汉的建立者刘备，他曾4次行进在这条古蜀道之上，
经历了金戈铁马，才最终定都在成都‘三分天下’……”

采访中，讲起这段经历，蔡东洲教授对记者说：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翠云廊考察，给我留下最深刻的
印象，就是总书记对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视，同时他也
对今天古蜀道在历史文化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有
机结合上，给予了高度关注。”

生态 从古至今的坚守

蔡东洲教授向习近平总书记详细讲解的另一个
方面的主要内容，就是翠云廊中的古柏奇观。行走在
翠云廊中，身畔古柏森森，遮天蔽日，厚重的历史感与浓
郁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这条与古柏相伴、绵延数百里
的林荫大道，是目前存世时间最长、面积最大、数量最多
的人工行道古树群，有着“三百长程十万树”的美誉。

在视察翠云廊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最关心的话
题之一，就是古蜀道旁行道树的栽种情况和保护情况。

在持续不断地栽种树木之外，历朝历代也对古蜀道
和行道树进行了行之有效的保护。除了继承古代保护措
施外，翠云廊在新时代引入了全新的科技手段加强对古柏
的保护，在使用现代技术手段对古树施药防治病虫害，安

装避雷针和防火设施之余，古蜀道沿线的古柏都进行了
逐株普查登记，建立电子信息档案，实行身份识别管理。

蔡东洲教授说，当听到当地将传统保护措施与现代
科技手段结合，全方位完善古蜀道树木的保护方法后，
习近平总书记点了点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片全世
界最大的人工古柏林，之所以能够延续得这么久、保护
得这么好，得益于明代开始颁布实行“官民相禁剪伐”

“交树交印”等制度，一直沿袭至今、相习成风，更得益于
当地百姓世代共同守护。这启示我们，抓生态文明建设
必须搭建好制度框架，抓好制度执行，同时充分调动广大
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巩固发展新时代生态
文明建设成果。习近平总书记临行前，嘱咐当地负责同
志，要把古树名木保护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

新蜀道 成都沟通世界的网络

路，是人类商业交通、文化相融的通道，也是维护
国家稳定与统一的“动脉血管”。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蔡东洲教授细数了古蜀道在
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所扮演的角色。古蜀道，见证了
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兴衰与变迁，也见证了新中国成立
后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新蜀道——宝成铁路的
修建，让曾经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天堑变通途”。宝成
铁路之后，越来越密集、越来越迅捷的铁路网铺架在
天府之国的大地上，以成都为中心点，辐射出了连接
全国的铁路网，让古蜀道的起点成都，更紧密更快捷
地连通着中国、沟通着世界。

回想起陪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翠云廊古蜀道，并
向总书记介绍当地历史文化景观的经历，蔡东洲教授
感慨万千，他说：“习近平总书记此次四川之行，我能
够在翠云廊古蜀道上给总书记当讲解，可以说是人生
中最难忘的经历。习近平总书记为人亲切、语气和蔼，
对于历史文化传承、生态文明建设等话题高度关注，
同时又能针对考察所见，发表精辟且宏大的见解，让人
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亦铮

7月27日，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正式进入试运行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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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蜀道文化研究会蔡东洲教授：

“在翠云廊给总书记当讲解，
是我人生最难忘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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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搭建好制度框架，抓好制度
执行，同时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巩固发展新时代
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要把古树名木保护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

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余健：

“总书记的话语，
让我们心里暖洋洋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在世界上是叫得响的，展现了4000多年前的文明成
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等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文物保护
修复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大国家支持力度，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发扬严谨细致的工匠精神，一件一
件来，久久为功，做出更大成绩。

在三星堆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还走进了三星堆文物保护修复展示中心。这里包括了文保工作区和
参观区两大区域，集文物修复、文物展示、参观体验、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在这里，游客可以近距离、沉浸
式体验文物的修复过程、了解文物修复的技术方法，还可以看到部分新出土文物和三星堆考古最新成果。

7月25日至2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四川考察调研，先后专程看了两个地方：在广元市，
总书记考察了翠云廊古蜀道；在德阳市，他调研了三星堆博物馆。

翠云廊古蜀道是“金牛道”的组成部分，金牛道作为古蜀历史上首次见于史书的道路，不仅
连接起了成都平原与历代中原王朝，也在史书上留下了属于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翠云廊的过程中，广元蜀道文化研究会蔡东洲教授承担起了当天的
讲解工作。蔡教授从历史、地理、人文、景观等方面，向习近平总书记介绍了翠云廊的历史文化和
时代新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