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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石刻保护利用成效显著 

 

近年来，市文物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石窟寺和

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始终坚持“保护为主、抢救

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从体制机制、系统保护、研究交

流、合理利用、安全保护等五方面全面发力，扎实推进大足石刻

保护利用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一、完善体制机制，让大足石刻更有保障。在法制体系方面，

市人大针对大足石刻保护利用，颁布实施了全市首部针对单个文

化遗产保护的专项法规《重庆市大足石刻保护条例》。市政府先

后颁布《重庆市大足石刻保护管理办法》《重庆大足石刻文物区

保护总体规划》，为大足石刻保护利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撑。

在工作机制方面，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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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地带，设立保护标志，建立文物档案。在机构队伍建设方面，大

足石刻研究院升格扩编，健全组织架构，人才队伍专业涉及历史、

考古等 20 多个领域，专业门类日益健全。一批表现突出的专业型、

技能型、复合型人才脱颖而出，其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 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1 人，全国先进工作者 2 人。 

二、强化系统保护，让石刻文物更加健康。在保护修复工程

方面，针对文物病害，持续实施岩体加固、渗水治理、本体修复等

工程，有效保持文物原真性。党的十八大以来，累计投入各类资金

1.46 亿元，实施重大文物保护项目 24 项，启动 68 处中小石窟的本

体保护、安全防范、环境整治等工作，全面改善保护管理现状。在

科技手段运用方面，坚持技术创新、工艺创新、材料创新，文物保

护水平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特别是在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

实施过程中，创造性地将工业 X 光探伤、红外热像探测等技术首

次运用于石质文物勘察研究，开创了大型不可移动石质文物修复的

先河。先后建设大足石质文物保护中心、大足石刻安全技术防范中

心、大足石刻监测预警中心等高科技平台，为大足石刻保护提供了

有力支撑。在项目过程管理方面，加强文物工程质量管理，坚持“动

态设计、专家咨询、信息化施工、监测并行”，全过程跟踪监测并

督导实施加强保护项目运营管理，按照完成一批、策划一批、储备

一批、实施一批的方式，推动保护项目递进式有序开展，按照文物

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确定不同的招投标方式，对抢救性、研究性、

技术难度大、涉及文物本体的项目，实行设计施工一体化招投标或

单一来源采购，其他一般项目纳入建设工程管理。 

三、高水平研究交流，让大足石刻更有内涵。在学科体系方

面，大力推动以大足石刻为中心，涵盖巴蜀石窟研究的“大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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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分别与四川美术学院合作成立了大足学研究院，与南

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合作建立了大足学研究中心。先后出版《大足

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技术报告》《大足石刻编年史》

等专著、图录 50 余部（本），发表论著 1000 余篇，创办了大足

学学术刊物《大足学刊》，出版了“大足学研究文库”系列丛书。

在基础研究方面，牵头完成全国石窟寺保护状况（重庆市）专项

调查工作，摸清了全市石窟寺（摩崖造像）资源家底（总数 716

处，其中新发现 29 处）。历时 16 年完成国家“十二五”重点图

书出版工程《大足石刻全集》（11 卷 19 册）填补了我国大型石

窟寺编写和出版系列考古报告的空白。在文化价值方面，先后举

办“中国石质文物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

讨会”等各类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 20 余次，依托大足石刻儒释道

三教石窟造像的文化特色，搭建大足石刻学术交流平台，举办学

术研讨活动，促进大足石刻保护利用国际学术交流。 

四、合理化利用，让大足石刻更具魅力。在基础设施方面，

先后实施了顶山景区提档升级工程、世界文化遗产地保护工程、

宝顶山和北山抢救性保护设施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优化了

景区参观路线，新增、改造了一批基础设施，使文物保存环境和

旅游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在提升展示水平方面，建成大

足石刻博物馆，全方位增强了大足石刻世界遗产价值的展示提升

和阐释功能。开展对外展览交流，举办大足石刻世界巡回展 20

余场。实施“四百工程”，利用云展览、云直播等现代传播手段，

大力推广大足石刻文化。在文化传承方面，积极开展游学、研学、

参学、干部教育及孝廉文化的教育示范与文化交流，开展大足石

刻展览（保护知识）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等“五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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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发挥了大足石刻的传统文化教育价值和社会教育功能。 

五、强化日常管护，让大足石刻更加安全。在落实安全责任

方面，强化属地责任意识。加强群防群查，聘请村级义务文保员

69 名，对重要文物点实行 24 小时定岗、定位、定时、定人的“四

定”工作制。在安全排查方面，定期、不定期开展文物安全大排

查、大检查。2020 年对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 75 处石窟开展了包

括造像情况、管理情况、保护状况、主要风险、安全防范措施等

在内的全面排查，并针对排查出的问题逐一整改。在技防设施方

面，建成全国第一个多点野外不可移动文物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在“五山”范围内形成了人防、技防、犬防为一体的全天候立体

防护体系。建立安防平台及景区微型消防站，将分散的文物保护

单位进行整合管理，大力提高了大足石刻文物安全技术防范水平。

（大足石刻研究院、文物保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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