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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中国”策划18个重大项目
推动我国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济南7月11日电（记者杨
湛菲 王鹏）记者11日从国家文物局
此间举办的全国考古工作会上获悉，
截至目前，“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围绕
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统一
多民族国家发展等关键问题，策划

“夏文化研究”等18个重大项目。
据介绍，七年来，重大考古研究

实证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脉络。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了认定进入文
明社会标志的中国方案。良渚古城
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石峁遗
址入选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二里头、
三星堆等考古工作取得重大成果。
新疆、西藏考古以及吉林古城村、云
南河泊所、贵州大松山、青海热水等
地重要考古成果，实证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格局。
与此同时，现代科技助力考古

能力提升。高校田野考古实习基
地、大遗址考古工作站显著增加，考
古发掘方舱、移动实验室等专有装
备水平大幅提升。空间遥感探测、
碳十四测年、古DNA分析、同位素分
析等科技考古技术更加广泛应用。

我国水下考古和水下文化遗产
保护也迅速发展，北礁沉船遗址等5
处水下文物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广东、山东、福建等省划
定水下文物保护区。“南海Ⅰ号”沉
船发掘提取各类遗物18万余件，甲
午海战沉舰调查确认致远舰、经远
舰、定远舰，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打
捞入坞，南海1500米深度海域布设

水下永久测绘基点，水下考古迈入
深海新阶段。

中外联合考古方面，围绕“一带
一路”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中国考
古人走出国门，推进联合考古行动、
文物保护项目。亚洲文化遗产保护
行动逐步深入，“一带一路”联合考
古蓬勃开展。32家机构赴外开展36
项联合考古项目，与40余家国外科
研院所、博物馆等建立了良好关系。

此外，七年来，中华文物全媒体
传播计划系统实施，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品牌
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考古大会》
等精品节目彰显中华文化魅力，考
古受到越来越多人民群众关注和喜
爱，助力提升全社会文明素养。

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
增加15.73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记者吴雨）中国人民银行11
日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
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5.73万亿元，同比多增2.02
万亿元。

数据显示，6月末，我国
人民币贷款余额230.58万亿
元，同比增长11.3％，增速比
上月末低0.1个百分点，与上
年同期持平。上半年，我国
住户贷款增加2.8万亿元；企
（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2.81
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
加9.71万亿元。6月当月，人
民币贷款增加3.05万亿元，
同比多增2296亿元。

在货币供应方面，6 月
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

287.3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3％，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
上年同期低0.3个和0.1个百
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
69.56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1％，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
上年同期低1.6个和2.7个百
分点。

另外，上半年我国人民
币存款增加20.1万亿元，同
比多增1.3万亿元。其中，住
户存款增加11.91万亿元。

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
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社会融
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1.55万
亿元，比上年同期多4754亿
元。6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
量为365.45万亿元，同比增
长9％。

北京出台多项措施
应对暑期热门旅游景区“预约难”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记者杨淑君）随着暑期来
临，旅游市场进一步“升
温”。记者从北京市文化和
旅游局 11日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北京市将进一
步挖掘和扩大热门旅游景
区门票的对外预约供给量，
适当延长热门景区开放时
间。

“暑期以来，市民游客出
行出游需求高、活动多、人员
流动大。”北京市文化和旅游
局市场管理一处副处长马丙
忠说，北京“预约难”的主要
是故宫、国博、恭王府、毛主
席纪念堂等首都核心区内的
旅游接待热门热点景区和对
外开放单位。

为保障游客游览安全提
升游览体验，北京市文化和
旅游局针对暑期旅游景区门
票预约及提升服务保障工作
推出了多项措施。北京旅游
景区继续坚持“限量、预约、
错峰”常态化管理措施，各
区、各热门景区及主管部门
继续科学测算热门景区最大
承载量和瞬时最大承载量，

持续推进分时预约、分时游
览，在确保安全和舒适度的
前提下，进一步挖掘和扩大
热门景区门票的对外预约供
给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预
约门票需求。

马丙忠介绍，目前各大
热门景区景点已基本解决了
预约开放时间为凌晨的问
题，其中天坛公园从零点调
整为21时；颐和园已于今年
6 月 1 日从零点调整为 21
时；恭王府从零点调整为20
时；国博从零点调整为 17
时。各热门旅游景区适当保
留了人工窗口和电话专线。

此外，北京市文化和旅
游局已指导热门旅游景区在
保证安全和服务质量的前提
下，适当延长开放时间，以缓
解旅游景区游客高峰时段的
过度拥挤现象，错时游览避
免游客在炎热季节高温时段
的不适体验。故宫博物院已
在此前发布暑期预约参观提
示，开馆时间由8时30分提
前至8时，其他主要北京市
属公园大部分为早 6 时开
园、晚8时后闭园。

上半年全国完成
水利建设投资5254亿元
同比增18.1％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记者刘诗平）水利部副部长
王道席12日表示，水利部全
力加快水利工程建设进度，
今年上半年全国完成水利建
设投资5254亿元，同比增加
18.1％。

王道席在 2023 年上半
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进展和
成效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
以来，水利部全力加快水利
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水利投
融资改革，水利基础设施建
设规模大于去年同期、进度
好于去年同期，水利发展动
能不断增强。

据介绍，上半年全国新
开工水利项目1.76万个、投
资规模7208亿元，较去年同
期多 3707 个、投资规模多
1113亿元。其中，新开工重
大水利工程为历史同期最
多。吉林水网骨干工程、河

北雄安干渠等24项重大项目
按期开工建设，加快构建国
家、区域和省级水网工程体
系。

统计显示，上半年，全国
落实水利建设投资 7832 亿
元，较去年同期多352亿元，
增幅为4.7％。其中，22个省
份落实投资超过100亿元。

“水利项目开工数量多、
吸纳就业能力强，大规模水
利建设直接提供了大量就业
岗位。”王道席说，上半年，水
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138.34
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
213.08亿元。

王道席表示，当前，我国
江河陆续进入主汛期，水利
部将在全力做好防汛工作的
基础上，持续加强水利基础
设施建设的组织推动力度，
确保完成年度水利建设各项
目标任务。

这是7月11
日拍摄的黄河石
林景色（无人机
照片）。

位于甘肃省
白银市景泰县中
泉镇龙湾村的黄
河 石 林 千 峰 竞
奇，峡谷蜿蜒，陡
崖凌空，与黄河
遥相呼应，形成
山环水转、动静
结 合 的 自 然 奇
观 。 新华社记
者 陈斌 摄

夏日黄河石林夏日黄河石林

一个工程 一群学者
一场对海外珍稀汉籍的寻觅

新华社济南7月11日电（记者陈
灏 萧海川 袁敏）时光无法倒流，但

“全球汉籍合璧工程”团队成员陈肖
杉，还记得数年前在国外摩挲《荀
子》宋刻本时的激动心情：“触碰到
它的那一刻，我仿佛能感受到中华
文化血脉在流淌。”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创造了璀
璨的文化成果和浩如烟海的书籍文
献。数百年来，东西方文明的交流
与交锋，令大量中华典籍逸散至海
外。将这些典籍重新归拢、开展研
究，一直是我国人文学者念兹在兹
的期盼。

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的一栋小
楼里，合璧工程团队的成员们，已经
为此奋斗六年，让古籍“回家”这一
梦想逐步照进现实。

这一工程2017年 4月启动，
2018年被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列
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旨在将境
外所藏中华古文献的全部情况调研
摸清，进而对中国大陆缺藏的品种
和版本进行复制、出版、整理和综合
性研究，从而完善中华古文献的存
藏体系，为国内文化建设和国际文
化交流提供文献支持。

山东大学是合璧工程的责任主
体单位。截至今年6月，项目已在海
内外组建起255个专业团队、共计
900余人。工程首席专家、山东大学
讲席教授郑杰文说，这是一个综合性
的文化工程，主要包含四方面内容：
境外中华古籍调查编目和复制影印、
境外中华古籍精华点校整理、汉籍与

汉学研究和数据库建设。按照计划，
合璧工程要完成约9000种境外汉籍
珍善本及其他中华古文献的复制或
数字化扫描工作，从中遴选影印出版
约2000种，点校整理约200种。

正在汇总海外藏书机构中华典
籍目录的调查编目团队负责人单承
彬教授，把他的工作形容为给古籍

“上户口”。他说，编目既要知道国
内现存古籍，也要了解国外流散汉
籍，两相对照才能去芜存菁，发现需
要复制回归的中华古籍。

寻觅不易，有心人乐此不疲。
单承彬介绍，全国已有近30所

高校和科研机构派人参与调查境外
汉籍，已接触海外约2000个藏书机
构。从事调查编目的人员有420余
人，其中既有专业的高校教师，更有
为数众多的留学生和海外华人。团
队成员们需要在海外藏书机构找到
汉籍并进行详细信息登记。一些海
外藏书机构对日均借阅数量有限
制，团队成员经常一天往来奔波几
个小时、多次换乘公共交通工具，才
能看到四五种汉籍。

经过调查编目的海外汉籍，还
需要进行初核、复核、初选、复选，才
能确认是否具备复制回归的价值。
这是一个从海量书丛中发现“遗珠”
的过程。

由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与
山东大学合璧工程赴俄团队合作发
现并遴选的《铁冶志》，记录了中国
十六世纪冶铁技术，被业内认定为
传世孤本。2019年6月，其复制本被

俄方作为礼物赠予到访的中国国家
领导人。

俄罗斯藏宋代刻本《淮南鸿烈
解》、英国所藏记录英法联军火烧圆
明园的《福次咸诗草》稿本……精挑
细选之下，一批珍稀的中华典籍，以
复制的形式，回归到诞生地。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唐子恒是
合璧工程精华点校团队的专家，退
休后全身心投入到海外古籍的校对
出版工作中。

“我几乎每天都是早上五点多
起床，一天要看六七个小时的书稿。”
唐子恒说，海外中华古籍复制回归
后，需要经过专业、精细的校对，才能
成为可信可靠的学术研究资料。团
队采取五轮审校机制，最大限度消除
可能存在的差错。目前，精华点校已
立项汉籍130种、完成校对60种，第
一批校对的14种海外回归古籍将在
今年下半年出版问世。

“一些宋元时期的古籍已经临
近寿命极限，如果我们没有及时找
到并且复制回来，可能它们就在历
史长河中自然消亡了。”陈肖杉说，
传承和保护中华文化瑰宝的使命，
让团队充满了紧迫感。

记者了解到，目前合璧工程已
调查境外1988家藏书机构，基本掌
握了境外汉籍存藏情况；正在开展
554家藏书机构的汉籍版本目录编
纂工作，已完成36万部境外汉籍的
鉴定编目。团队从中发现了1900多
种中国大陆缺藏的珍稀汉籍，并复
制回归1600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