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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2023 年福建省
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发布。
2023年，我省生态环境质量
优良、居全国前列，全省森
林覆盖率为65.12%、连续45
年保持全国首位。

公报显示，2023年我省
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
连续 4年优秀，主要流域优
良水质（Ⅰ ~ Ⅲ类）比例
99%，同比上升 0.9 个百分
点，其中优质水（Ⅰ~Ⅱ类）
比例68.6%，同比上升5.7个
百分点，优良、优质水比例
均为实施国家监测以来历

史上最好年份。全省县级
以上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 100%达标，主要
湖泊水库水质保持优良。
海水质量总体良好，近岸海
域优良（一、二类）水质面积
比例88.7%，同比上升2.9个
百分点。全省九个设区城
市 空 气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98.5%，同比上升 0.9个百分
点。

我省坚守“环境质量只
能更好、不能变坏”底线，持
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分区分类分步推进钢
铁、水泥、玻璃、陶瓷等重点
行业的超低排放或深度治
理，完成 90%的小型燃煤锅
炉转型退出；系统推进工

业、农业和生活污水治理，
完成 90%入河排污口整治；
强化土壤污染风险源头防
控、危险废物环境监管，推
进全域“无废城市”建设；至
2023年底全省共清理海漂
垃圾约 47 万吨，重点岸段
海漂垃圾分布密度比整治
前（2020年）下降超过60%。

福州荣获全球可持续
发展城市奖（上海奖），厦
门、三明获评国家低碳城市
试点优良城市……2023年，
我省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
又添硕果。

在建设美丽中国中走
前头、作示范。2023年，我
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完善

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
大格局；完成自然保护地整
合优化，严格“绿盾”自然保
护地强化监督，实施生物多
样性保护、重要生态系统保

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武夷山
国家公园、福州福山郊野公
园、明溪观鸟等 3个案例入
选 2023 年“国际生物多样
性日”优秀案例；目前，全省

已有 44个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区（市、县），9个“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
基地，数量覆盖全省过半市
县。污染扰民问题。

基于现场“打卡”搜集
的资料，普查员还要回去写
不少“家庭作业”，结合现场
走访与近年相关研究成果，
梳理文物信息与历史沿革
等案头工作。

以午桥为例，对于这座
始建于宋元祐四年（1089
年）的悬臂多跨平梁桥，普
查员要在数据采集软件中
以不少于 300 字的“小作

文”记录其年代、长宽数据，
属于石梁桥还是木桥、目前
的基本支撑结构及相关构
件状况、桥墩形式等极为详
尽的信息。

对于此前没有登记的
新发现文物，未必有着文物
考古相关专业背景的普查
员如何保证其采集准确与
权威性呢？本次“四普”培
训中学习的文物基础知识

与认定相关标准便发挥了
作用，普查员凭此在现场进
行信息采集登记，专业论证
则交由文物部门组织的“专
家队”进行。

以新发现不可移动文
物的初步断代为例，文物
普查员不需抬着仪器来对
文物进行专业断代，只需
根据文物形制等信息，并
走访附近地方居民耆老进

行交叉验证，估计现存文
物的大致年代即可。专家
们后续也会抽查普查员登
记信息进行现场复核，以
保证文物信息的准确与专
业性。

简而言之，文物普查员
只负责信息采集的第一环，
而新发现文物的论证与认
定，则是后续专家组与文物
部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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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捕手”是怎样炼成的
记者探秘文物普查员需掌握哪些“武艺”

即便如此，专业认定
标准的学习与现场信息
采集的琐碎，对文物普查
员依旧是很大的考验。
有普查员谈及，即使在培
训课程中非常努力地听
课学习，进入现场实操
后，琐碎的知识点依旧会
让他无从下手；也有来自
乡镇的普查员担心，其辖
区地处偏乡，文物点散布
范围大，位置偏僻，光是
走访抵达就十分耗时费
力。

对此，现场指导专
家，福建省文物保护中心
副研究馆员刘学奎表示，

“四普”的培训学习是一
个层层递进的过程，此前
省文物局已经组织过省
级的培训，之后福州市级

在此次继续开展大规模
培训，这些普查骨干回到
自己的各县市、街道社区
与乡镇，还会向基层普查
员持续普及，在这些工作
过程中，文物知识点会被
大家不断温习掌握，直至
熟悉。而在普查实践过
程中，采集系统自带有复
核功能，按照既有数据模
板确保提交数据到位；
县、市、省也会建立完备
的分级审核机制，如有必
要，各级文保专家也会进
行现场审核与指导。

“‘四普’的一个重要
目标，就是在田野调查与
工作实践中，培养锻造一
支高素质的文物普查队
伍。”市文物局与文保专
家均表示。

N海都记者 吴雪薇 马俊杰
实 习 生 周雨婷 文/图

5月29日，福州市第四次
全国文物普查培训班在仓山
区阳岐村开展普查实地现场
教学。各县（市）区、高新区专
职文物干部以及街道、乡镇的
宣传委员等 200 多人分为 5
组，在来自省考古研究院、省
文保中心与市考古队的5名专
家带领下，在严复故居、严复
墓与午桥三个地点进行现场
学习。海都记者前往探访，了
解文物普查员们要掌握哪几
般“武艺”。

“你在桥头这里拍一张
照片，拍到这个桥墩；再分
别在这里拍……至少要拍
到这样三张照片，才能形成
一个闭环……”下午 3 点，
在午桥参加现场教学的文
物普查员们聚集在桥头，认
真听着指导老师对文物数
据采集的现场演示。

“采集软件内涉及很
多内容，你需要将其一一

落实到文物现场，通过这
些数据来勾勒这处文物
的现状。这也是考核文
物普查员们现场核查的

‘到达率’。”市文物局文物
保护与考古处有关负责人
向记者介绍，文物普查不
能照搬资料，糊弄了事，对
普查员必须“到达现场”提
出了要求，普查员必须了
解文物目前的状况是什

么，并使用安装在手机内
的采集软件拍摄多张照
片来证明。拍摄的照片
会显示时间，且普查员要
打码经纬度，以证明确实
已经抵达。

“打码”的内容不仅于
此，除了经纬度，更多现场
状况也要通过采集软件“打
码”登记，以与 16 年前的

“三普”数据进行比对复查，

登记范围，查找错漏，或了
解这些不可移动文物历经
16 年风雨，有何变化甚至
毁损，要完成的标准登记内
容达 69项，“如上下杭的不
少文物点，‘三普’认定时很
多还是普通民居，现在改造
完变成纪念馆、博物馆或各
类商业业态，这些变化状况
都要通过这些细项一一记
录。”负责人说。

69项数据勾勒文物现状繁杂“打码登记”

梳理文物信息历史沿革超多“家庭作业”

文保专家现场审核指导

最大“实践课堂”

普查员接受专业老师的指导

普查员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实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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