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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朱娟

从事文物保护工作30余年，经历3次全

国文物普查，建成大渡口区首个国有综合性

博物馆……一路走来，他默默地坚守在基层

文物工作的第一线，深耕文物保护领域，成

为全市文物保护工作的带头人和行家能手，

将青春的汗水挥洒在文物保护事业上，他就

是大渡口区文物管理所所长李国洪。

坚守初心

抢救三峡库区珍贵文物

“1987年6月，我从部队退伍后，就分配

到丰都县文化馆下设的文物组工作，正赶上

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在全省（当时的四川

省）全面实施，由此走上考古之路。”今年57

岁的李国洪，谈到自己与文物考古事业的缘

分时说。

当时，李国洪与同伴两人一组，负责丰都

县南岸片区10多个乡镇的文物普查工作。

他回忆道，早期的普查工作条件极为艰苦，装

备也相当简陋，无论炎炎夏日还是凌冽寒冬，

都需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每到一村，

他们的首要任务便是向年长居民打听关于古

墓葬、土地庙或老房子的信息。在荒凉的大

山中，他们手持铁铲艰难搜寻，整日劳作，仅

以馒头和水简单充饥。即便途中遭遇擦伤、

摔伤，甚至时有野兽出没的惊险，他们也未曾

退缩，始终坚持不懈地寻找文物。

“除了条件极度艰苦，更难的是，老百姓

对普查工作缺乏理解，常将探寻古墓视为不

可告人的秘密，即便出示介绍信，也需多次

耐心解释。”李国洪感慨道。

然而，李国洪等人克服了重重困难，到

1988年底，丰都县共普查了500多处不可移

动文物，极大地丰富了当地的文物资源底数。

在丰都工作期间，李国洪始终坚守初

心，致力于基层文物保护并参与了三峡库区

多项文物抢救，逐渐崭露头角，并多次受到

时任重庆三峡博物馆馆长的诚挚邀请，希望

他加入团队。尽管他内心渴望调至主城与

家人团聚，但面对丰都小官山文物搬迁的重

任，他选择了坚守。

当时，三峡工程丰都库区的六座传统民

居中仅有两座完成复建，其余四座仍亟待修

缮与保护。他深刻领悟到这些民居所承载

的历史厚重感和社会意义，因此，他坚决地

选择留下来，肩负起这份沉甸甸的历史责

任。谈及这段经历，他感慨地说：“这些古代

民居是乡愁的载体，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无

价的宝藏。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为年轻人

留下铭记乡愁、传承文化的财富。”而这一份

执着与坚守，持续了整整四年。

建成首个

全区国有综合性博物馆

2010年，随着小官山文物的顺利搬迁，

李国洪踏上了大渡口区文物管理所的新征

程。初到大渡口，他深感这片土地历史文化底

蕴深厚，却遗憾地发现，这里缺乏一个能够展现

其历史脉络的展览空间。

“大渡口有着丰富的历史故事，我们得让更

多人知道。”李国洪语气坚定，开始着手筹备博

物馆的建设。

然而，资金问题如同一道巨大的障碍摆在

李国洪面前，但他并未退缩。他积极行动，将大

渡口区文物管理所及文物库房项目立项，并作

为重庆市首个文管所标准化试点，多次向市文

物局等部门汇报，成功争取到300万元的建设

经费，还通过与区财政局、区文旅委等部门的沟

通协商，争取到财政补助资金200多万元，为博

物馆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资金基础。同时，面

对场地限制，他巧妙争取到西城电影院作为建

设场地，为博物馆落地找到了合适空间。

藏品被誉为博物馆的灵魂。然而，当时大

渡口仅拥有寥寥几件标本，藏品匮乏是李国洪

面临的最大难题。他梳理了历年来所有考古科

研单位在大渡口境内发掘的遗址和墓葬出土的

文物，并前往重庆三峡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和文

物考古所游说，最终赢得了这些机构的支持，将

在大渡口境内的文物归还给了大渡口。此外，

他还到涪陵、开州、云阳和丰都等地寻求展品资

源，不断丰富展品种类。

藏品问题解决后，李国洪又面临着人力不

足的挑战。“我们需要文创、策划和设计等方面

的专业团队，才能让博物馆真正运转起来。”他

打破编制的局限性，通过建立激励机制，让每位

职工都能在博物馆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最大

的作用。

就这样，在克服重重困难后，大渡口区博物

馆在2017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这一天

正式开馆。这是大渡口区首个国有综合性博物

馆，实现大渡口国有博物馆零的突破。

“看着博物馆一天天建起来，我感到无比自

豪。”李国洪感慨地说，如今区博物馆已经先后

举办各类专题陈列展览33个，接待观众达75万

余人次。

活用文物

开创文保工作新局面

2010年，大渡口区三普工作进入关键阶

段，李国洪带领普查组遍访全区8个镇街的各

个村社区，历经15个月，确定区内共有74处不

可移动文物点，包括复查18处、新发现44处、

消失12处。此次普查摸清了大渡口的文物底

数，取得了丰硕成果，还配合市考古所对钓鱼

嘴遗址、石盘村遗址和马桑溪遗址等8处地下

文物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保护。期间，成功申

报并获批公布了全区首批19处区级文物保护

单位。

在李国洪的积极努力下，钢铁厂迁建委员

会生产车间旧址成功申报为第七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实现了大渡口区国保单位零的

突破。同时，他还主持编制了该旧址的修缮工

程项目，获得国家文物局立项批复，并被市政

府列入2015—2017年 50个抗战遗址维修计

划，完成修缮后，助力重庆工业博物馆成功举

办《钢魂——钢迁会生产车间旧址基本陈列》

专题展览。

“我们通过考古发掘移交、征集购买、接受

捐赠等渠道，将区博物馆藏品数量从零增加到

2000余件（套），其中包括二级文物2件（套）和

三级文物118件（套）。”李国洪说，目前正在开

展大渡口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已完成

62处文物复核，并对40余处新发现文物进行

了野外调查。

在日常工作中，除了基本的文物巡查、文

物保护工作，李国洪还负责区博物馆的展览事

务。从选定主题、策划文案到落实展品来源，

直至展览的最后推出，这一系列繁琐复杂的工

作都由他主持和推动。他编制的《义渡千秋

——大渡口历史文化陈列》展陈设计方案，成

功通过市文物局组织的专家组评审。展览推

出后，他坚持每年对其进行修订与优化，2024

年的改进方案荣获全市博物馆展览项目的优

秀奖。此外，他将临时展览与流动博物馆巡展

相结合，走进学校、部队、社区巡展31场次，惠

及群众1.7万余人。

李国洪积极推进博物馆数字化、智慧化建

设，成功建成全市首批“云上博物馆”，让观众

足不出户即可参观展览展陈、鉴赏珍贵文物。

截至2024年底，云上博物馆已上线22个云展

览，大小屏访问流量1000万余次，视频点播总

量500万次，视频点播时长30万小时；同时，他

充分利用馆藏文物资源，深入挖掘文物背后

的故事，推出“二十四节气文物故事”“文物鉴

赏”等专题，并开发制作20余种文创产品。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努力完成四普工

作，希望能够取得更多新发现，进一步丰富

大渡口的文化资源。”李国洪表示，同时运用

新技术和更多元化的艺术表现方式，把文物

保护同价值挖掘、利用相结合，让文物在文旅

融合和乡村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真

正让文物“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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