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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文化古迹将在
“四普”中得到有关部门的
关注与保护，这是好事。
有市民好奇，我家附近新
发现了一处“文物古迹”，
会被定为什么级别呢？有
机会被评定为市级、省级
乃至国家级吗？

“‘不可移动文物’的
‘认定’与‘文保单位’的
‘定级’其实并不是一回
事儿。”福州市文物局相
关工作人员介绍，“四普”
中被地方文物部门认定
的“不可移动文物”其实
应该是“不可移动文物登
记点”，正式名称为“尚未

核定公布文物保护单位
的不可移动文物”。只有
将这些文物向政府部门
进行申报，经批准后才由
各级政府公布为对应级
别的“文物保护单位”，获
得对应的资源支持。文
物保护单位分为区县级
文保单位、市级文保单
位、省级文保单位、全国
文保单位，各级政府部门
都会聘请专家组来协助
认定，也会按比例对下级
政府申报的文物点进行
质量抽查。“文保单位”的
申报和认定程序由各级
政府部门另行发起，并不

属于本次“四普”的工作
范围。

对于地方文物部门
认定的“尚未核定公布文
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
文物”，公布就较为简单
了，一般来说经地方文物
部门认定后，区县级地方
政府或文体旅局即可公
布。本次“四普”中，地方
文物部门也会对这些文
物点进行新的认定与摸
排。一言蔽之，文物部门
只负责认定“这是不是文
物”，而只有各级政府才
有权限公布各级的“文保
单位”。

文物古迹“升迁记”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正全面启动，福州

市文物局揭秘不可移动文物认定与申报过程

N海都记者 吴雪薇/文 毛朝青/图

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第四
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正全面启动，福州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
工作方案也于近日出炉。福州市的普查将分三个阶段进行，摸
清全市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情况和保存状况，完善不可移动文物
档案，建立福州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目录和大数据库，健全福州文
物资源资产动态管理机制。

对于“不可移动文物”的说法，大家都十分熟悉。什么样的
古迹才可以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不同级别的文保单位可以
互相转换吗？对此，记者咨询了福州市文物局。

那么，这些文保单位会
“升级”吗？可不可以“跳
级”呢？“当然会升级。”上述
工作人员介绍，地方政府向
上一级政府单位推荐申报
本地新一批文物保护单位
的过程，就是文保单位的

“升级”过程。但除了考古
遗址因为发掘成果具有不
可预测性，有可能跨级认
定以外，一般的文物古迹
只能逐级认定，很难“跳
级”。因此，你可以在一些
文保单位门口看到不同时
间、不同级别政府先后树
立的文保碑，那是它们升
级的“勋章”。

但有时文物古迹的相
关政策导向、历史定位，或
所涉及的文化名人的历史
评价，也可能影响文物认定
文保单位的“升迁之路”。

如位于鼓楼区华大街道龙
峰社区附近的“龙峰泰山
庙”，作为明崇祯三年（1630
年）始建的清代风格建筑，
1998 年仅被公布为鼓楼区
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但由
于所发现宫庙前殿墙壁墨
绘清朝福建十府二州城隍
壁画中，东侧右起第二位前
排是台湾府城隍，后排随从
手捧“台湾府城隍”书卷，见
证了台湾在尚未建省之前，
曾隶属于福建管辖 201 年
之久的历史，堪称弥足珍
贵的文物，2009 年，其作为
涉台文物被公布为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而位于三坊
七巷衣锦坊洗银营的郑孝
胥故居就没有那么走运了，
受郑孝胥“伪满洲国总理”
的“汉奸”骂名牵累，它至今
仍为“尚未核定公布文物保

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无缘文保单位认定。

“简单来说文保单位的
级别越高，受到政府重视程
度越高，保护要求也更加严
格细致。”福州市文物局表
示，《文物保护法》规定“各
级人民政府对当地的文物
具有保护职责”，而赋予各
级文物部门对本辖区内文
物的职责为“监督管理”。
因此，在本次“四普”中，各
县（市）区人民政府和高新
区管委会是辖区文物普查
工作的责任主体，而由各级
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来具体
组织实施普查工作，真正将
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的地方物质文化遗产置于
《文物保护法》的保护之下，
是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
作义不容辞的责任。

根 据《 文 物 保 护
法》、国家文物局《不可
移动文物认定导则（试
行）》中的规定，“不可移
动文物”指的是：人类创
造的或者与人类活动有
关的，具有历史、艺术、
科学价值的物质文化遗
产。

具体来说，有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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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经文物部
门认定的不可移动文
物。认定应当从文物历
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
价值、科技价值、时代价
值全面评估，从而进行
本体确认和年代确定。

“福州老建筑”团队
认为，本次“四普”指导
文件中，“元代以前（含
元 代）的（古 文 化 遗

址）”；“1840 年以前建
造的主体尚存的古建
筑 ”；“1911 年 以 前 的
（石 窟 寺 及 石 刻）”；
“1840—1949 年 采 用 近
现 代 材 料 、技 术 建 造
的、体现时代风格的具
有代表性的（古建筑）”
为认定标准中的四大亮
点 ，如 果 能 够 得 到 执
行，那么“四普”的文物
数量将大量增加。

认定标准四大亮点
或增加“四普”文物数量

文物部门认定“文物”
政府部门“拍板”“文保单位”

文保单位“升迁”有讲究
“历史不清白”也影响“仕途”

海都讯（记者 陈逸之）
22日，记者从福州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获悉，为进一步加
强历史文化街区的消防安
全管理，消除火灾隐患，预
防火灾事故发生，保护利
用好历史文化遗产，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保护条例》《福建省消

防条例》《福州市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条例》等法律法
规，结合福州市实际，福州
制定印发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福州历史文化街区消
防安全工作若干措施》（以
下简称“措施”）。

措施提出，健全责任
体系，强化统一领导、依法
监管、末端治理与主体责
任落实。措施要求各级人

民政府加强辖区内历史文
化街区消防工作，编制历
史文化街区消防专项规
划。各主管部门负责统筹
协调、依法履行历史文化
街区的消防安全管理。各
乡镇（街道）、社区、村（居）
委会应将历史文化街区消
防安全纳入日常网格化管
理，加强防火巡查和消防
宣传教育。历史文化街区

内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
属设施属于单位资产的，
其所有权人、使用人应健
全火灾隐患自查自纠自
改、承诺公示、用火用电、
动火等消防安全管理制
度。

措施要求，加强源头
管控，完善消防技术导则，
加强建筑修复和活化利用
管理。规范商业活动场所

设置，历史文化街区内人
员密度和火灾危险性大的
商业活动宜布置在耐火等
级较高、建筑面积较小、安
全疏散较为便利的区域。
同时，加强建设工程安全
管理。

同时，加强隐患治理，
严格管控火源安全风险，
历史文化街区内严格控制
明火使用，尤其是宗教（民

间信仰）活动场所、餐饮场
所等要针对本场所的火灾
风险强化用火安全管理。
严格管控施工动火作业安
全风险，严格管控电气火灾
风险。积极推行智防技防
措施，积极应用大数据、物
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信息技术，加快推进“智慧
消防”建设。此外，加大违
法行为查处。

历史文化街区内严控明火使用
福州出台消防安全工作措施，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安全

福州文庙门口的省级与市级文保碑，
记录着文保单位的“升迁路”（资料图）

龙峰泰山庙清代墨绘城隍图，右起
第二位为台湾府城隍（资料图）

龙峰泰山庙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