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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智网、无人机、人脸识别，

如今的文物安全监管工作，已进入科

技时代。

杭州良渚（liáng zhǔ）古城遗址

有 24 小时全程在线的“私人医生”—

—良渚古城遗址监测预警系统；宁波

鄞（yín）州区启动文物安全体检场景数字化改革项目，加装野外文物安全监管

系统；温州平阳通过“智慧文保”，实现不可移动文物安全状况动态管理和日常

巡查工作的实时监管。

更智能，更精准，更高效，可以看到，新技术正成为文物事业的强大助力。

记者发现，虽然有科技加持，浙江的文物安全工作，并没有彻底“机器换人”，

浙江省文物局反而成立了一支文物安全银盾督查队。

他们每个月都会去各地明察暗访。一年里，浙江近三分之一省级以上文物

保护单位都被巡查过。浙江省文物监察总队原总队长吕可平是银盾督查队的一员，

他已经巡查了 17 次。

在高科技“搭台唱戏”的当下，为什么还要“大张旗鼓”成立文物安全巡查

队？不能“机器换人”解放劳动力吗？

文物安全保护现状或是原因之一。浙江是文物大省，虽然有科技加持，但仍

面临基层文物安全监管部门力量不足、安全检查覆盖面不够等问题。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原副巡视员、浙江省文物局原副局长吴志强表示，浙江

文物安全最大的隐患，来自私人产权的古建筑。据悉，浙江拥有不可移动文物 7

万多处，其中约 70%为文物建筑。

他说，这些古建筑大多属民居类，且居住的大多是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普遍

存在用电、用火安全隐患。这些是摄像机、预警系统看不到、也无法及时整改的。

不到一线，永远不会了解到真实情况。更重要的原因，或在于文物安全督查队伍

的不可替代性。换句话说，他们比科技更专业。

据悉，这支队伍足够有经验，都是退休老同志，平均年龄 65 岁，来自浙



江文旅、文物、消防、公安等系统。

桐庐县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某古建筑群在 2019 年被挂牌整改，虽然文物安全

状况得到很大改善，但在后期检查过程中，仍发现存在 4处安全隐患。

巡查细致到什么程度？吴志强举了个例子：荒郊古墓葬的监控虽然 24 小时

都有人盯着，但发现问题后是否能及时告知指挥台？他们做了个实验，测算从在

监控中发现问题到通知指挥台，再到有人赶到现场最快耗时多久。这个过程中，

是否有应急方案等，都是检查内容。

一般他们会组织当地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座谈，反映问题隐患，提出整改建议，

第一时间将有关情况报告浙江省文物局，并持续关注后续整改进展，直至整改落

实到位。

在记者看来，浙江组建文物安全督查队的意义，不仅在于他们是为基层问诊

的“医生”，更重要的是他们以星火之势，让更多人投入到文物安全保护工作中。

科技的加持，固然便利，但并不是唯一解。我们更需要一支支文物安全“明

白人”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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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1.如何看待人与科技的关系？请简单谈一谈科技带给我们的好处及坏处。

2.与机器人相比，人存在哪些优势？请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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