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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当空。在营口大街小巷、山间
田野，一场探寻历史记忆的行动正火热
开展。参与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
我市文保人员，怀揣对历史的敬畏与热
爱，穿梭在每一个可能藏有岁月痕迹的
角落。他们用脚步丈量土地，用汗水书
写坚守，只为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守
护那些被遗忘的珍贵记忆。

记者有幸跟随营口“四普”文保小
组的队员深入实地，近距离感受这场意
义非凡的文物普查工作。实地走访过程
中，记者目睹了文保人员付出的艰辛与
努力，深刻体会到他们对文物保护事业
的执着与热爱。

现代科技与传统考察的
完美结合

5月7日，在盖州市一处遗址前，文
保小组队员们手持高精度测绘仪器，穿
梭在狭窄的街巷，仪器上跳动的数字，
记录着每一个遗址的“坐标”。“通过这
些仪器，我们可以精准确定文物的地理
位置和空间布局，为后续研究和保护提
供坚实基础。”来自盖州市文化旅游和广
播电视局的文保队员安宁一边操作仪
器，一边向记者解释道。

一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遗址上空盘
旋。它不断变换角度，将遗址的全貌一一
摄入镜头。不一会儿，一张张清晰的航拍
图呈现在队员们眼前。“有了这些航拍图，
我们可以更直观地了解遗址的整体状况，
为制定保护方案提供有力支持。”营口市
博物馆考古部主任杨帅介绍说。

作为参与过“三普”的老队员，营口市
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阎海
对“四普”的变化深有感触：“现在‘四普’
的条件比‘三普’好得多了。以前‘三普’
的时候，哪见过什么无人机之类的先进设
备。那时候，都是人一步步走，画图都要
拿纸一笔一笔画。山高一点儿、视线一
挡，就啥都看不见了，只能问当地老乡。
现在有了这些高科技设备帮忙，看不到的
地方，无人机一飞，遗址的整体状况就能
又快又好地了解。十多年时间过去，真是
变得越来越方便了。”

科技的进步，让文物普查工作变得
更加高效和精准，但不变的是文保工作
者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和对文物保护事业
的执着追求。他们深知，自己肩负着传
承历史文化的重任，每一份努力都可能
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

科技手段只是辅助，实地考察才是
关键。只有亲临现场，才能真正触摸到
历史的温度。队员们仔细观察每一处细
节，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从残垣断壁
上的纹理到地砖缝隙间的青苔，每一个
细微之处，都可能隐藏着历史的线索。

在奔赴盖州市万福镇考察的路途
中，阎海无意间一瞥，觉察到街边一栋
老宅颇有年代感。经详细了解，确定其
为拥有百年历史的四合院——崔家大
院。这一发现，为“四普”又增添了一
处可圈可点的不可移动文物。

民间记忆中的
历史拼图

除了对遗址本身的考察之外，文保
小组积极走访周边居民，收集关于遗址
的传说和故事。在辛亥革命时期万福庄
起义发生地——“万福庄起义遗址”附
近，记者看到，文保队员们围坐在几位
老居民身边，聆听他们讲述过去的点点
滴滴。

老人们都已九旬高龄，往昔的记忆
有些模糊。面对文保人员的提问，他们
认真回忆，尽可能地提供一些可靠的线
索。根据几位老人的相互佐证，基本确
定了万福庄起义时“万福庄自治会”和

“警务所”等所在地的位置。

这些历史线索，有些已被时间冲刷
得模糊，如同散落的珍珠，被队员们一
一拾起，串联成历史的脉络。

“民间记忆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能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让我们
更全面地了解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阎海深有感触地说。通过与居民的交
流，队员们不仅收集到了丰富的历史资
料，也加深了与当地群众的感情，为文
物普查工作营造出良好氛围。

辛苦而自豪的
“四普”之路

文物普查工作是与时间和困难的较
量。早晨头顶朝阳，中午不遑暇食，傍
晚相伴霞光，是文保小组的工作日常。
探访万福镇赤山朝阳洞的山路坎坷漫
长，车辆无法通行，队员们背着沉重的
设备徒步前行。汗水浸湿衣衫，灰尘沾
满裤脚，他们从未退缩。“虽然很累，但
每当发现一处新的遗址，或者获取一条
重要的历史线索时，那种成就感和使命
感就会油然而生。所有的辛苦，都变得
值得。”队员安宁感慨地说。

说起文物普查带来的成就感，不得
不提到位于盖州市暖泉镇义尔岭董店村
董沟子南坡的义尔岭蚕姑庙。这处文物
建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是一座小
型土地庙式建筑。民间传说里，蚕姑即
蚕农信仰的蚕神娘娘，原型为黄帝之妻
嫘祖。在我国，祭祀蚕神的习俗起源甚
早，盖州东部多山地丘陵，盛产柞树，
晴多雨少，适合放养柞蚕。养蚕业的发
达必会产生蚕神崇拜和信仰，蚕姑庙是
当时养蚕地区普遍设置的庙宇。义尔岭
蚕姑庙规模虽小，但年代悠久，它的发
现，印证了盖州东部山区养蚕业的历
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阎海激动地说，以前只在史料中听
说过有相关蚕姑庙的记载，从未见过实
物。通过这次文物普查，终于见到了相
关实物，更有利于未来的保护工作。

此外，传唱百年的歌曲 《苏武牧
羊》 的作者蒋荫棠的故居，蜿蜒曲折、
雄伟壮观的前红村水渠等具有重要历
史、艺术价值的文物也一一纳入文保范
畴，这些文物都将变成盖州山区对外展
示的文化窗口。

收官之战时的
高效成果

此次文物普查范围覆盖我市境内地
上、地下、水下的不可移动文物，不仅要对
已认定、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复查，
还要调查、认定、登记新发现的不可移动
文物，全面摸清我市文物家底。2024年5
月至2025年5月，是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
的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以县域为基本单
元，实地开展文物调查。目前，我市实地
文物调查阶段已进入收官之战。关键时
刻，阎海带领的文保小组奔赴盖州市调查
和确定新增的文物遗址，14 天内共完成
71处新发现，其中单独完成58处，与其他
组配合完成13处。仅5月7日当天，文保
小组就完成了5个新发现：辛亥革命万福
庄起义遗址、赤山剿匪旧址朝阳洞、万福
镇崔家大院、罗屯公社机械厂烟囱、万福
镇清真寺。这些新发现，为营口的文物宝
库增添了新的瑰丽。

文保小组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效的
工作成果，主要得益于团队成员的共同
努力。普查工作开始前，他们就对与营
口市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资料进行了细
致梳理，为文物遗址调查提供了坚实的
理论基础。“我们前期做了大量准备工
作，对营口的历史脉络有了清晰认识，
对营口域内的历史文物和遗址相关知识
有深入的研究与掌握。这样在实地考察
时，就能更有针对性地寻找线索，提高
了工作效率。”阎海介绍道。

截至目前，我市已复核“三普”不
可移动文物 1373 处，复查完成率 100%，
平台数据上传1206条，上传率87.8%，新
发现不可移动文物204处，全部县区均完
成10处以上新发现文物，新发现新增文
物数量均达到10%。在这场探寻历史记忆
的行动中，文保小组的身影在营口大地
上随处闪现。他们用行动诠释对历史的
敬畏，用坚守书写对文化的热爱，是这
个春天里营口大地上最美的风景。

探寻历史记忆的“营口之行”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见闻

本报记者 丁海林 文/摄

文保人员为朝阳洞拍摄定位。

百年历史的崔家大院院门依然坚固，
轻轻一拉便转动自如。

保存完整的义尔岭蚕姑庙保存完整的义尔岭蚕姑庙。。

当地九旬老人指明“万福庄自治会”等遗迹的具体位置。

炮楼山日军碉堡炮楼山日军碉堡。。

雄伟的前红村水渠雄伟的前红村水渠。。

无名革命烈士碑。

文保人员与村民核实太阳升公社旧址相关史实文保人员与村民核实太阳升公社旧址相关史实。。

文保人员徒步前往文物遗址的路上（无人机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