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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
次会议 2024 年 11 月 8日表决通过
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自今年 3月
1 日起施行。时隔 20 多年第二次
修订，在保持文物保护基本框架制
度稳定的基础上，由8章 80条增加
到 8 章 101 条，增加了 19 条、修改
了75条。

其中有哪些新理念、新措施值得
关注？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和业内
人士。

保护力度空前提高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六部门近日

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学习宣传提纲指出，与时俱进是
文物保护法的重要特征。

此次修订文物保护法，把经过实
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文物保护利用改
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新增地上文
物“先调查、后建设”，地下文物“先考
古、后出让”保护前置机制；新增地下
文物埋藏区和水下文物保护区制度；
加大对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力
度等。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马自树
说，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进一步完善

了文物保护管理制度，筑牢了文物
“应保尽保”的法治屏障。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显示，我
国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总量超过60
万处，约占不可移动文物总数的
80%。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量大面
广，保护任务重、压力大，修订后的
文物保护法多措并举加强了保护。”
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金瑞国
说，一是明确保护要求，规定未定级
不可移动文物由县级人民政府文物
行政部门登记公布，并作出标志说
明，建立记录档案，明确管理责任
人。二是明确要求制定未定级不可
移动文物保护措施，并纳入相关规
划。三是明确原址保护措施和相关
审批程序，规定未定级不可移动文
物的原址保护措施，应当报县级人
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批准；需要迁
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的，应当报省
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批准。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流失海外
中国文物追索返还工作，成功促使
2100多件（套）流失文物重归故土。

“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首次在

法律中明确了对流失境外中国文物
的追索权和有关程序，声明我国对
于因被盗、非法出境等流失境外的
文物，保留收回的权利，且该权利不
受时效限制。”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专
职研究员钟鸣表示，多措并举织密
文物保护法网，完善法律责任，为我
国开展文物追索返还提供有力法律
支撑。

推动有效利用
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坚持更好

发挥馆藏文物作用，明确文物收藏
单位应当改善服务条件，提高服务
水平，通过举办展览、科学研究、文
化创意等活动，加强对中华民族优
秀的历史文化和革命传统的宣传
教育。

“近年来，我国博物馆体系不断
健全完善，馆藏文物价值挖掘阐释
持续深入，博物馆已经成为展现源
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重
要场所。”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常认
为，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大力推动
让文物活起来，充分体现文物由人
民创造、为人民享有、被人民传承的

理念，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

文物管理的现代化，需要与科
技发展、信息技术应用相适应。

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副主任
祝孔强表示，此次修订是我国首次
以法律形式明确加强文物数字化、
信息化工作，意义深远。面向未来，
以数字化手段实现文物行业资源可
呈现，以网络化手段实现文物保护
工作可控制，以智能化手段实现文
物管理决策更加科学化、有依据，将
为推进我国文物领域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凝聚动员全社会力量
社会公众十分关注文物保护法

修订，提出很多意见建议。修订后
的文物保护法，强化了文物保护宣
传教育和舆论监督、科技和人才支
撑、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的内容。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
室主任梁鹰介绍，此次修订明确国
家健全社会参与机制，调动社会力
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鼓
励引导社会力量投入文化遗产保

护。
“让法律实施各相关方都知晓、

理解、熟悉法律规定的内容，推动法
律全面有效落地实施，把历经沧桑
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
好、发展好。”梁鹰认为，要将文物保
护法纳入普法内容，利用国际博物
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等重要节
点，创新传播方式，加大宣传力度，
增强全民文物保护的意识，调动社
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的积极性。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据介
绍，推动文物保护法宣传贯彻实施
已列入国家文物局 2025 年度工作
要点。

金瑞国表示，国家文物局将组织
开展文物保护法培训宣讲，通过举办
文物保护法专题培训班、文物保护法
青年骨干暑期班、巡回宣讲，开展第
一届全国大学生文物保护法模拟法
庭等形式，帮助文物系统工作人员、
文物领域从业人员以及社会公众及
时知悉、准确掌握、有效执行、自觉遵
守相关规定。

（新华社北京 3月 4日电 记者
胡梦雪 施雨岑）

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施行，带来哪些变化？

3月3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博卡奇卡基地，
“星舰”在发射前被叫停。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
“星舰”原定3日实施第八次试飞，但在发射前最
后一刻宣布取消。

新华社/路透

美“星舰”第八次试飞
最后一刻被叫停

欧盟希望调动8000亿欧元
“重新武装欧洲”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3月4日电（记者陈斌杰）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4日提出“重新武装欧
洲”计划，拟调动8000亿欧元打造“一个安全而有
韧性的欧洲”。

冯德莱恩在当天欧委会发布的公报中说：“我
们正处于重新武装的时代，欧洲已准备好大幅增加
国防支出。”她说，这既是支持乌克兰的短期迫切需
求，也是为欧洲安全承担更多责任的长期需要。

在6日欧盟特别峰会召开之前，冯德莱恩给
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概述了

“重新武装欧洲”计划。计划主要有5个措施，侧
重使用欧盟目前掌握的财政杠杆来帮助成员国快
速、大幅增加国防支出。

第一个措施是在国家层面释放公共资金用于
国防。欧盟尽快启动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有关
豁免程序，从而“允许成员国在不触发过度赤字程
序的情况下大幅增加国防开支”。

第二个措施是向成员国提供1500亿欧元的
贷款用于国防投资，帮助成员国汇集需求并共同
购买用于加强欧洲安全的军事装备。

第三个措施是利用现有欧盟预算“将更多资
金用于国防相关投资”。欧盟将提出更多激励措
施，鼓励成员国增加国防开支。

第四和第五个措施旨在通过加速建立储蓄
和投资联盟，以及通过欧洲投资银行来调动私人
资本。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记者熊
丰 李明辉）国务院新闻办公室4日
发布《中国的芬太尼类物质管控》白
皮书。

白皮书除前言和结束语外分为七
个部分，分别是科学准确界定芬太尼
类物质，保障合理用药与严格管制双
管齐下，依法严厉打击芬太尼类物质
犯罪，严格芬太尼类物质前体管控，加
快推进科技手段研发应用，多措并举

提升整体管控效能，推进芬太尼类物
质全球共治。

白皮书指出，近年来，中国高度
重视芬太尼类物质管控，未雨绸缪、
统筹谋划，综合施策、系统治理，严格
监管芬太尼类药品，严密防范芬太尼
类物质滥用，严厉打击走私、制贩芬
太尼类物质及其前体化学品违法犯
罪，取得明显成效。中国加强国际禁
毒合作，务实开展对话交流、联合侦

查和经验分享，推动建立平等互信、
合作共赢的合作关系，与包括美国在
内的有关国家在应对芬太尼类物质
及其前体问题方面深入开展合作并
取得明显成效。

白皮书介绍，中国将芬太尼类药
品纳入《麻醉药品品种目录》，对有关
的生产、经营、使用和出口环节实行
严格管制。中国积极推进芬太尼类
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综合利用

电子标签、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新手段，对芬太尼类药品的生产、
经营、运输、使用、进出口各环节进行
动态全程监控、闭环管理，进一步有
效防范芬太尼类药品流失。中国积
极应对芬太尼类物质问题的新挑战，
综合采取增加列管品种、强化日常监
管、加大查缉力度、创新管控手段等
措施，最大限度防范芬太尼类物质发
生滥用，最大限度打击整治芬太尼类

物质违法犯罪活动。
白皮书指出，中国秉持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认真履行国际禁毒义务，
坚持责任共担、全面均衡原则，倡导各
国互帮互助、共建共享，反对相互指
责、推卸责任，在做好自身禁毒工作的
同时，坚定维护现行国际禁毒体系，全
面深度参与国际禁毒领域重要决策，
积极为毒品问题全球共治提供中国智
慧和中国方案。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
《中国的芬太尼类物质管控》白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