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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底，马刚成为了青冈县马玉祥纪念馆
的一名文物保管员，秉承着英雄爷爷马玉祥的精
神，更为肩负文物守护的这份职责和使命，他感
到自豪。

2023年，马玉祥纪念馆申请到可移动文物预
防性保护项目资金，为了能让文物得到更好地保
存，马刚每天在库房里收录、整理，最终圆满完成

了项目。在 2022年疫情高发期，马刚奔赴到抗疫第一线，获得
“最美抗疫先锋”的荣誉。

马 刚
绥化市青冈县马玉祥纪念馆
文物保管员

深入地寻找，只为发
现“最美”；

倾情地礼赞，只为让
更多的人成为“最美”；

不懈地奋斗，只为续写
“最美”故事，奏响文物安全
守护事业的最美乐章！

日前，由黑龙江省文
化和旅游厅、黑龙江日报
报业集团主办，龙头新闻
承办的首届“寻找最美龙
江文物安全守护人”评选
结果“出炉”，20名（含3个
团体）“最美龙江文物安全
守护人”脱颖而出。

黑龙江省地处祖国边
疆，历史悠久，地上地下文
物遗存丰富，自成特色。这
些宝贵的文物是“活着的历
史”，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
源。

一处处古迹，承载着
悠久的文明；一件件文物，
印刻了历史的记忆。如何
更为有效地守护好这些散
落在龙江大地上的珍贵文
化遗产？一批批龙江文物
安全守护人几十年如一
日，执着坚守、无私奉献，
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文物安
全守护的庄严承诺。

为落实国家关于文物
安全工作有关部署要求和
全国文物工作会议精神，我
省于 2023 年 4 月全面启动
了首届“寻找最美龙江文物
安全守护人”活动。活动坚
持“自下而上、公平公正、面
向基层、面向一线”的原则，
历经数月的申报、初评、网
络公示、网络投票、专家复
评，寻找、发掘“最美龙江文
物安全守护人”。

首届“最美龙江文物
安全守护人”中，既有从事
文物保护工作几十年的

“老兵”，也有热爱文物工
作的“新兵”；既有基层文
物管理者、文物保护人员、
文物保护志愿者，也有一
线警务人员、消防救援人
员、技术人员；既有各行各
业积极投身文物保护工作
的优秀个人,也有来自与文
物保护有关的机构和组
织。他们在保护利用文
物、打击文物违法犯罪、防
范处置文物安全隐患中都
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首届“最美龙江文物
安全守护人”当选名单公布
之际，对“最美龙江文物安
全守护人”的学习、宣传活
动全面启动。黑龙江省文
物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通过各级文物部
门和各媒体平台，大力开展
多种形式的宣讲活动，全方
位、立体化讲述“最美龙江
文物安全守护人”的感人事
迹，掀起宣传热潮，让“最
美”的故事广泛传播，让“最
美”的精神激励越来越多的
人变成文物守护工作的参
与者、创造者，激励、引导全
社会的力量进一步筑牢文
物安全底线。

下 面 就 让 我 们 解 读
“最美”，让首届“最美龙江
文物安全守护人”的事迹，
感染越来越多人起而行
之，在社会各界形成文物
守护的“大合唱”。

王佩琰联合区文化体育旅游局对 31处文物
保护建筑开展多次排查，累计督促整改火灾隐患
140余处，以初心践行着消防救援人员的职责使
命，用忠诚和担当筑牢文物保护建筑“防火墙”。

他积极深入辖区开展文物建筑调研，坚持不
懈对消防安全责任制度、消防安全日常巡查制度、
消防器材设施配备使用、电气线路敷设、值班值守

及应急预案制定、微型消防站建设等情况进行排查整治，对发现
的隐患问题与相关部门和文物保护建筑管理人进行深入沟通，
全程给予消防技术指导。

王佩琰 哈尔滨市平房区消防救援大队
监督员

吴磊从事消防监督工作 20余年，以坚定的信
念、高度的责任、炽热的追求、为民的情怀守护着
历史文物安全。

在合江省政府旧址进行建成以来最大一次修
缮及消防设施改造过程中，吴磊多次进行现场勘
察，解决了多项难题，并向文物保护单位提出了可
行性建议，协调制定可行性施工方案。吴磊对每

一条电气线路防火措施进行仔细查看，并对施工人员进行面对
面、手把手的消防安全培训，确保了消防施工顺利进行。

吴 磊 佳木斯市前进区消防救援大队
监督员

李筠从事文博工作 20年，担任中国收藏家会
员、黑龙江省文物博物馆学会理事、黑龙江省革命
文物保护专家组成员。

在一次火灾中，李筠奋不顾身抢救文物，造成
臂丛神经损伤，留下后遗症。在一次遗址立碑工
作中，恰逢雨天路滑，李筠连人带车掉进2米多深
的冲水沟里，所幸无生命危险。为了摸清地域历

史文化走向和遗址分布情况，李筠自筹、借资 5万元开展挠力河
调查课题，确保遗址得到妥善保护。

李 筠 双鸭山市宝清县博物馆馆长
文物保护中心主任

李丽自从事文物工作以来，立足本职岗位，以

积极、务实的态度守护着文物安全。经过长期努

力，于 2019年成功将朝阳山东北抗联密营遗址申

报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全国第

一处被评为“国保”的抗联遗址，弥补了国保单位

中没有东北抗联文物的重大缺憾。

她在建馆期间一直坚守岗位至顺利完工，且在博物馆展陈

大纲编写及布展设计工作中发挥了突出作用。

李 丽 黑河市五大连池市博物馆馆长
文物保护中心主任

马俊明贯彻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
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
作方针，抓牢抓实文物保护、两线划定、文保单位
修缮、民间文物征集等工作。他策划制作大型历
史文化纪录片《寻迹依安》，被“学习强国”收录。
他创新文物数字化保护。融合依安非遗文化，采
用影像和激光雕刻技术，设计开发文创产品，为广

大群众认识本地文物、感悟地域文化提供新载体。他主持清理、
修复 1100余部红色题材老电影胶片，探索建立县域文物保护利
用的新模式。

马俊明 齐齐哈尔市依安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党组书记、局长

王文夫带领公司出资 1500万修缮费用，主动
承担起了一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古建筑保护工
作。

他们因地制宜地制定了东盛侵华日军建筑群
保护、维护和利用规划，以确保建筑群能得到妥善
的修缮和维护。他们积极探索古建筑保护的新方
法和新技术，为东盛侵华日军建筑群建立起了一

套完整的数字档案，为后续的修复工作提供了精准的参考。他们
注重古建筑的传统工艺和材料的保护，采用传统的工艺和材料进
行修复，确保了修缮工作与古建筑的原貌相协调。

王文夫 黑龙江省民福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吴爱军，中国民俗学会会员、省文博学会理
事。他扎根文博工作30余年间，健全了辖区内85
处遗址的文物保护“四有”工作机制。在文物保护
和巡查中，采集文物 27件；协助省考古所开展同
江辖区的文物考古调查工作；参加了桦南小八浪
考古发掘工作；主持完成了同江市第三次全国文
物普查和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先后

主持参加了 5处博物馆的基建、内装修、布展和移交等工作。他
先后荣获省市嘉奖10余次。

吴爱军 佳木斯市同江市博物馆副馆长
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

王璐累计向上级争取文物保护资金 6000 余
万元，修缮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建筑 30 栋，安
（消）防项目 2个；完成昂昂溪文化遗址界碑保护
39座，安装保护界桩428根；对保护难度极大的39
处偏远文化遗址进行遍访、记录，便于有效保护。

她创新性地将中国历史文化街区——罗西亚
大街的俄式建筑，打造成油画工作室、俄式服装体验馆等，丰富旅
游街区新业态，累计接待游客数十万人，赋予百年文化遗产以鲜
活生命。

王 璐 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道北街道办事处主任
（原昂昂溪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

王法，30年来践行着对文物的热爱与承诺，曾荣获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哈尔滨市先进个人称号。

他走遍了阿城 282处遗迹。他不畏艰难，排
查、组织退耕12000平方米，迁出坟墓210座，回填
土坑 200余处。他对学术研究孜孜不倦，参与编
制的《金上京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材料》获
国务院通过，《金上京考古遗址公园总体规划》获

省级优秀设计三等奖，在国家级刊物发表论文 5篇。他不惧危
险，协同警方成功抓捕盗掘分子，保护了文物安全。

王 法 哈尔滨市阿城区文物保护中心
管理员

钱霞坚守文博一线 27年。她两次带队开展
文物普查，为田野里的遗址、博物馆里的文物正式

“落户”。她成功申报国家级、省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4处；为汤原县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
报了防洪护坡项目。她申报的《可移动文物数字
化保护项目》《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项目》实现
了汤原县文物保护与利用工作的科学化。她发表

学术论文10余篇，参与编撰书籍读本8部。她的《桃温万户府故
城踏查小记》荣获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征文”优秀奖。

钱 霞
佳木斯市汤原县博物馆馆长
文物保护中心主任

近 6 年的时间，王艳来对遗址开展巡查上千
次。在巡查中发现问题，他就立即向上级文物部
门汇报，使文物得到了及时、有效保护。

怎样通过实际行动与各种媒介相结合，切实
加强人们对文物的安全保护意识，是王艳来一直
努力在做的事情。作为区政协委员，他的《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常家围子遗址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个

人提案，被评为区政协年度优秀提案。他用实际行动坚守“初
心”，成为常家围子遗址的坚强守护人。

王艳来 大庆市大同区林源镇常家围子村
党支部书记

朱洪敏在改写“北大荒”拓荒史和黑龙江古代
文明史方面，做了大量富有实效的工作。他完成
了国保单位“三江平原汉魏时期遗址”申报及档
案编制和汇总档案编制工作；在《七星河——三
江平原古代遗址调查与勘测报告》中任绘图编
辑，获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奖第十二届编
译著类二等奖；《浅谈航片、地图资料在文物遗址

调查上的应用》在第十六次优秀科研成果评比中荣获一等奖；被
授予“黑龙江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优秀普查队员”称号。

朱洪敏 双鸭山市博物馆副馆长
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

徐懿娇深耕革命文物保护宣传岗位一线 37
年，她注重文物建筑历史档案的梳理，为文物建筑
遗产的全面保护工作打好基础。她常年坚持馆内
外遗产建筑安全巡视，换季保养。参与组织上报

《哈尔滨颐园街一号欧式建筑文物保护规划编制
立项》。在安防工程、消防工程施工和颐园街一号
欧式建筑大型抢救性维修中，作为甲方驻地代表，

严把施工管理质量关，按标准完成大型抢救性维修任务，并获得
国家级奖项。

择一事终一生，在平凡岗位上坚守信念，是她的初心与使命。

徐懿娇
东北烈士纪念馆颐园街一号
欧式建筑管理部主任

王本昆立足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县情，强化文
物保护利用，加强日常管理和系统性保护。重点
梳理革命遗址、遗迹、文物藏品，建立完善了革命
文物数据库。严格落实文物定期排查制度，确保
文物的安全。围绕“让文物活起来、活得好”，始
终坚持文物保护与推进实施重点项目工程相结
合、文物保护与城市规划相结合、文物保护和旅

游产业有机结合、文物保护与未来发展相结合。将 14个涉及古
城文物保护项目整理上报，列入“十四五”重点规划项目。

王本昆 哈尔滨市依兰县博物馆馆长
文物保护中心主任

他被誉为“金代故都的守护者”，他的名字让
盗掘文物的犯罪分子闻风丧胆，他和战友们日夜
守护着 900年前大金王朝的开国肇兴之地，他就
是哈尔滨市阿城区公安局刑侦大队三中队中队长
苏建民。

苏建民，自 1991 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一直
战斗在刑侦打击第一线。自2013年以来，苏建民

和他的战友们并肩作战，先后破获涉文物类刑事案件 30余起。
他的日夜守护让金源文化散发出璀璨的光芒。

苏建民 哈尔滨市阿城区公安局刑侦大队三中队
中队长

黄彦辉筹建1座博物馆、保护4万余件民俗老
物件、组织20多个黑土农耕文化展览。他创新文博
阵地在广阔乡村的孕育发展模式，推动“村里的博
物馆”成为文物赋能黑龙江乡村振兴的文旅样本。

黄彦辉发挥共产党员艰苦奋斗精神，节衣缩
食省下的每一分钱都用来保护文物，让颠沛流离
的文物有了容身之所。2019年，他被文化和旅游

部授予“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称号。2022年，获评国家文物局、
中央文明办“全国博物馆志愿服务典型案例”。

黄彦辉 黑龙江北方民俗博物馆
馆长

2022年 6月 22日，哈尔滨市
依兰县愚公乡一处古文化遗址
被盗掘，遗址内文化层遭到了较
为严重的破坏。依兰县公安局
迅速启动大要案侦破机制，成立

专案组开展调查研判。6月30日，在通过大量分析研判，迅速出动
精干警力将犯罪嫌疑人孟某等一行6人成功抓获。现场查获古钱
币、马镫、铜镜等文物共5847件，案值700余万元。9月10日，专案
组调集40余名精干警力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将14名主要犯罪嫌疑
人全部缉拿归案，共计追回古文物17000余件，抓获下游犯罪嫌疑
人 7人。经查，该犯罪团伙自 2016年起在黑吉辽多地盗掘文物 50
余次，串案获利1000余万元。

勇于担当，脚踏实地。黑龙江
省博物馆成立哈尔滨莫斯科商场
旧址修缮工程专项领导小组，完成
项目申报和招标等工作。有效跟
进工程进度、计划，对施工工艺、工

序、材料、内业资料等方面进行严格管理。
攻坚克难，迎难而上。省博物馆主管领导带队，组织党员先锋队

“轻伤不下火线”坚守施工一线，与修缮人员在室内温度高达40℃、铁皮
表面温度近50℃的闷顶层中对原有墙体、铁门、望板进行修缮、加固。

别具匠心，推陈出新。在修缮中力求做到“修旧如旧”，分别对
保护建筑完成了 10余项修缮，每一项修缮前都进行反复实验、对
比，使其修缮后恢复原有的建筑风貌。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
与百年的文物建筑相伴，用青
春守护着历史的文化遗产，他
们就是——哈尔滨市道里区消
防救援大队。

多年来，这支队伍先后荣
获国家、省、市表彰，并连续多

年被辖区政府授予集体三等功，被群众称为“守护神”。在守护辖区
文物建筑工作中，他们冲锋在前、担当尽责，压实文物建筑消防安全
责任，排查化解安全隐患风险，筑牢火灾防控防线，加大消防宣传力
度，提升灭火救援处置水平。做到服务有温度、执法有尺度、救援有
力度，用忠诚和担当书写了辖区文物保护建筑的“无火”传奇！

哈尔滨市道里区消防救援大队黑龙江省博物馆 哈尔滨市依兰县公安局

国家一级文物铜座龙，黑龙
江省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李淅

首届“寻找最美龙江文物安全守护人”宣传推介活动纪实

首届“最美龙江文物安全守护人”风采
（个人按姓氏笔画排序、团体按行政区划排序）

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