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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峡工程是当今世界上一项宏大的水利工程。

围绕三峡工程建设而进行的文物保护工作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项以保护人类历史文化遗产为目的的
文物保护工程，三峡工程文物保护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三峡工程建设的形象，是衡量三峡工程是否为文
明工程的标志。

一方面三峡工程建设为广大文物保护工作者保护三峡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另
一方面也使广大文物工作者服务国家经济建设的智慧与能力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在这场旷世空前的文物大抢救面前，广大文物工作者本着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对子孙负责的精
神，始终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只争朝夕，
抢前争先，恪尽职守，克难奋进，团结协作，开拓创新，在三峡工程崛起的同时，三峡工程的文物保
护工作也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作为三峡工程文物保护的参与者、组织者和实践者，希望能从三峡工程文物保护与管理工作的回顾与
反思中，有所总结，有所启发，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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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文物管理体制的模式　　三峡库区文物保护项目可以分为非工程性项目与工程性项目两大类。
凡经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审批列入规划的地下文物考古发掘及地面文物留取资料项目属非工程性项
目，而地面文物原地保护与搬迁保护项目则属于工程性项目。
这一特点决定三峡库区文物保护管理体制实行以下基本运行模式。
　　（一）项目法人负责制　　项目法人为两省市文物局。
在具体工作中，两省市又有所不同。
重庆市文物局只对非工程性项目负责，而对于工程性项目中涉及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由市文物
局委托重庆市峡江文物工程有限公司统一作为项目法人负责项目的实施与管理；涉及县级以下文物保
护单位的，由所在地区县（市）文物部门委托项目法人进行管理。
而湖北省文物局则负责国务院三建委批准的全部三峡湖北库区非工程性项目与工程性项目的组织与实
施。
　　（二）项目报批制　　在项目审批程序上，库区所有地下、地面文物保护项目的实施，必须由两
省市文物局按年度计划写出报告，商省市移民局后，由两局联合行文报国务院三建委办公室审批，三
建委办公室审批后将文物保护资金下拨到省市移民局，省市移民局按项目进度向省市文物局拨款。
在业务管理方面，库区所有地下文物考古发掘项目必须由项目承担单位填写《田野考古发掘申请书》
，然后由两省市文物局按程序向国家文物局履行有关考古发掘的报批手续。
库区地面文物保护项目的设计及搬迁保护方案也由两省市文物局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按管理权限履行
报批程序。
此外，凡在库区承担非工程性项目的单位，由两省市文物局负责对其考古发掘及文物保护的相关资质
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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