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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天津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2024年
度培训班在津南区开班，我市文博专家授课教
学，并实地开展普查现场教学。在现场，河北
区文物管理所所长徐燕卿结合自己曾参与“三
普”工作的经历，向记者讲述了“四普”工作不
同于以往的特点和亮点。

先做试点再推广

徐燕卿表示，“三普”时是市级部门组织普
查直属队到各区现场指导、联合开展普查工
作；“四普”则是用试点区的方式先行开展工
作，即由河北、河西和蓟州三个区先做试点，由
市级相关部门进行指导，积累经验、锻炼一批
专业干部后，再向其他各区推广。
“从整体上来讲，从培训体系到工作要求，

‘四普’比‘三普’更加细致、完善、严谨。‘三普’时
参加培训的是市级层面普查队的成员，但这次，
每个区都有代表参加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培
训，这也使得各区都有专业文保人员了解‘四普’
的标准要求和工作方法，更有利于后续开展普
查工作。”徐燕卿说。

弥补“三普”时的遗憾

说到“三普”的经历，徐燕卿表示航拍一直

是测点工作的“痛点”，“当时，我们非常想拍
一些建筑的俯视图，因为顶部结构和外观我
们一般看不到，当测点周边没有更高建筑供
我们俯拍的时候，这块记录就是空白。当时
还没有无人机的概念，航拍的成本又太高，留
下很多遗憾。”

这一次，“四普”可以有条件利用新兴的无
人机航拍进行测绘。他说：“除了建筑的全景
照片外，‘四普’还要求更多细节照片，让文物
信息更加完善。普查工作就像是对文物进行
一次全面的‘体检’，通过这些新技术手段的应
用，我们对文物的了解会更加详细，有利于更
好地进行保护。”

勘查技术要求更高

在普查工作中，获取文物的经纬度和海拔
数据是重要组成部分。徐燕卿介绍，“四普”对
于勘查技术的要求有了明显提高，“比如我们
在‘三普’的时候GPS（地理信息系统）测点定位
使用的还是一种独立设备，精度也不高。现在
我们使用手机就可以获得精度比较高的相关
数据。”

在实际工作中，“四普”的技术要求也更加
严格和专业。徐燕卿说：“比如‘三普’时，对于
文物平面图没有特别要求；‘四普’则要求不可
移动文物平面图有相应的标准和规范，这也便
于我们收集的数据信息可以和国土规划数据
纳入‘一张图’，文物保护也不再是文保部门
‘单打独斗’，而是与城市建设规划进行一体化
管理。”

彰显天津城市文化特点

除了设备、技术标准不同外，“四普”与“三
普”最大的区别还在于“人”。徐燕卿说：“距离
‘三普’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从事文物保护工作
的也几乎更新了一代人，年轻人更多了。今年
也会有更多高校的专业力量加入普查工作中
来，他们对于建筑学和测量实操更有经验，是对
普查工作非常有力的补充。”

2007年进行“三普”时，城市建设正处于高
速发展期，很多人的文物保护意识相对薄弱。
他说：“今天，文物保护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我们在工作中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大家对文
物普查工作有期待，更有一种尊重。”在他看
来，天津的近现代不可移动文物数量多、代表
性强，这也符合“近代百年看天津”的城市历史
特点，“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普查工作，进一步彰
显天津既源远流长，又突显近现代特色的城市
文化特点。”

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开展第四
次全国文物普查，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
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
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
传承发展城市文化，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
加强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和红色文化资源保护
的重要行动。

本次普查按照新时代加强文化遗产系统
性保护的工作要求，采取一系列新举措：践行
应保尽保，将1911年以前的古建筑、古文化遗
址、古墓葬、石窟寺石刻全部纳入普查和认定
范围；丰富文物内涵，将六大类59项文物类别
细化扩展为63项，首次明确将文化景观纳入普
查对象；推动系统保护，将开展不可移动文物
认定、登记和公布列为主要任务，把普查成果
作为各行业名录公布的基础，为构建以文物资

源为核心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提供有力
支撑。

据介绍，此次普查工作从天津城市历史特
色入手，加强与市相关部门沟通对接，梳理我
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性建筑、农业文化遗产、
工业遗产、中华老字号等行业类文化遗产名录
和近年来考古新发现，整理普查线索，丰富文
物内涵。

此次普查将形成一系列成果，如目录成

果、图件成果、文物基础数据、报告成果、数据库
成果。基于普查成果，以区为基本单元，可以逐
级汇总生成不可移动文物空间分布图，汇总生
成全市不可移动文物“一张图”；分类生成六类
文物空间分布专题图；逐级汇总形成全市市级
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图
录；市、区人民政府根据普查结果，及时将重要
的不可移动文物核定公布为相应级别的文物保
护单位，为不可移动文物的系统保护提供依据。

“三普”亲历者讲述“四普”特点
“四普”勘测现场

“提杆即测”

满满科技感

为更好地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市
文化和旅游局组建了“四普”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
协调组，统筹负责文物普查的各项工作安排。

综合协调组中，经历过“三普”工作的相军
对“四普”有全新感受：“一是深感科技在进步，
技术上更先进。硬件设施上，‘四普’与现代科
技结合更紧密，依靠科技的力量，运用各类设
施设备，如手机、电脑、RTK、无人机等，因此，
‘四普’调查信息的精确性将会显著提升。软
件方面，‘三普’数据需要登记到电脑表格里，
一个点一个表；‘四普’有独立的数据库，直接
置入文物信息。二是普查的发动面广，保障更
充分。天津‘四普’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包括市
财政局、市规划资源局等19个部门，联合多部
门力量。此外，还发动了高校志愿者参与调
查，并引入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到‘四普’中
来。三是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四普’对原有的
文物类别和内容进行了重新阐述和修订，从而
更加明确了各项文物的功能属性。”

我们的城市有很多历史记忆，而文物就是见
证历史记忆、赓续城市文脉的载体。文物承载灿
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
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的深厚滋养。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保护文物首先要摸清“家底”。第四次全国
文物普查工作去年11月启动，目前已进入第二阶
段。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是我国时隔16年再次
启动文物普查，也是我国在“十四五”期间最大规
模的文物保护行动。

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我市共登记不可
移动文物2082处，其中复查929处、新发现1153
处。普查成果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天津文物工
作的重要基础，大运河北、南运河天津三岔口段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黄崖关长城入选国家级长城
重要点段。西青区、蓟州区、宝坻区列入全国革
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

从我市具体情况来看，自第三次全国文物普
查以来，一些文物资源状况与外部环境均发生了
很大变化。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开展，对我市
全面掌握不可移动文物基本情况，加强文物保护
利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建设文化强市，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正在我市有序开
展，普查范围是我市域内地上、地下、水下的不可
移动文物。目前，我市已完成相关区的试点工
作，全面外业实地调查即将启动。

近日，河北区文管所工作人员来到位于河北
区天纬路4号的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现天津
美术学院）开展“四普”试点的外业调查工作。

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是天津市文物保
护单位，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此次调查建
筑为北院教学楼。在勘测现场，工作人员正手
持杆状探测仪器围绕建筑周边测量相关坐标
信息。
“文物普查工作中，首先要确认文物的本体

边界，所涉及的点位测量工作，可以利用RTK（实
时差分定位）设备测量点位的经纬度坐标以及高
程等信息。”负责测绘工作的天津城建大学地质
与测绘学院实验师许万旸介绍，“RTK是一种能
够在户外实时得到厘米级定位精度的测量方法，
它的作业方式灵活，使用一台携带方便的手持工
具，就能做到‘提杆即测’。”

除测量文物本体边界，记录经纬度、海拔高
程外，工作人员还要拍摄文物本体四个方位全景
图，并利用无人机进行顶视图航拍，根据普查标
准规范填报文物基础信息，录入第四次全国文物
普查数据软件系统。

此次勘测属于对“三普”登记文物的实地复
查，工作人员前期需对既往文物普查资料及文物
线索进行梳理，在现场勘测中要重点确认复查文
物的当前保存状况、保护范围等情况。“实际工作
中，有些文物的轮廓，特别是一些不规则的文物
轮廓的特征点遮挡比较严重，像茂密的树木、周
边高大的建筑物等，都会影响RTK设备对卫星信
号的接收，导致点位测量的精度满足不了要求。
这时候就需要根据文物轮廓测量点之间的几何
关系，通过钢尺量距这种方式测出相应边的边
长，后期在专业的软件中使用绘图来间接推算出
点位的坐标。”许万旸说。

在“四普”试点工作中，河北区文管所与天津
城建大学建立了合作，借助高校专业力量开展普
查工作。许万旸认为这是一次双赢的尝试：“高
校里有各个专业领域的专业设备和人员，可以为
文保部门在文物保护、普查等工作中提供坚实的
技术支持。同时，高校教师和学生通过参与相关
项目的合作，开阔了视野，提高了实践能力，丰富
了经验。这次的工作让我也有更多机会与文保
部门的工作人员交流，更深入地了解这些文物背
后所蕴含的历史内涵，加深了我对历史文物的认
识，更深刻感受到天津这座现代化都市中所积淀
的历史厚重感。”

据了解，此次文物普查全市选定了河北、
河西、蓟州三个区作为试点，开展普查先行先
试，并由市级专家进行专门指导，为全面开展实
地调查打好基础，为全市的文物普查工作提供良
好经验。

其中，河西区以桃园街道作为普查试点区
域，普查试点内容为辖区内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

蓟州区负责古墓葬类不可移动文物普查试
点工作，对试点地区邦均镇开展地毯式调查。

河北区选取鸿顺里街道作为普查试点区域，
另外增加中山公园内的碑刻作为石窟寺及石刻
的类别代表进行普查。

形成全市不可移动文物“一张图”
为系统保护提供依据

河北区文物管理所所长徐燕卿

为文物做全面“体检”

“四普”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协调组

调查精确性显著提升

普查范围是天津市域内地上、地下、水下的

不可移动文物，包括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

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

筑、其他，共六个类别；对已认定、登记的不可移

动文物进行复查，同时调查、认定、登记新发现的

不可移动文物。

我市“四普”的普查范围是什么？

�五大道地区洋楼风貌。

▼和平区文物普查工作队人员对点位进
行实地调查和信息采集。

�河北区文物普查工作队人员用无人机
拍摄采集信息。

▲和平区文物普查工作队人员对点位
进行实地调查和信息采集。

�河北区
文物普查工作

队人员对点位

进行实地调查

和信息采集。

摸清天津文物
留住城市文化

■ 本报记者 张帆 摄影 吴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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