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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七点，微雨依稀。自陕西宝鸡

岐山县城驱车出发，经 344 国道，辗转

来到一处“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业遗址

前。文物普查队员们的一天从“赶路”

开始。

今天，他们的目标是从位置、地

形、四至边界、文化内涵等角度，全面

“揭秘”这个新发现文物点。

自今年 5 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

（简称“四普”）转入实地调查阶段以来，

各项工作有序进行，散落在中华大地上

的不可移动文物信息持续更新。

近日，记者随国家文物局组织的

“当一天普查员”基层行活动深入陕西

宝鸡、咸阳等地，实地感受了这份工作

背后跋涉于历史现场的辛勤与喜悦。

“你们看，这是之前打磨零件时使

用的钢刷、竹筐，那边还有工位的标志

点。”开工前，当地文物普查队员贾保弟

饶有兴致地向记者介绍，这方工业遗址，

原是一座由 5个生产窑洞互相联通组成

的机械厂，在不可移动文物认定标准中，

属于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从事文保工作 30 多年的老贾话虽

不多，谈起文物来却头头是道。他说，

这趟“外业”的基本任务就是记录测量

数据、绘制草图、拍摄相关细节，尽量挖

掘其中的文化内涵，为后续“内业”工作

顺利开展，乃至文物认定和保护工作提

供依据。

走进幽深的甬道，队伍“秒切”工

作状态，深入开展观察和测量。宽 3.8

米，高 3.76 米，深 6.6 米，2 号窑洞一侧，

老贾一边卷起皮尺，一边熟练掏出放在

马甲口袋里的记录本，在微弱的手电灯

光下，利用“新鲜出炉”的数据，绘制起

窑洞及其连接部位的草图。

所谓“外业”“内业”，是“四普”队员

的惯用术语——“白天跑田野、晚上填数

据”，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难走的山

路，用手杖探深草，用手铲凿脚窝。找遗

址，看标本，整资料，填表格，作登记，

“里应外合”，每个人都是“多面手”。

好在有“高科技”助力。相比以

往，数码相机、无人机航拍、三维扫描建

模、北斗定位仪智能手持采集终端等已

成为“四普”标配，样样都是队员的“傍

身技”。

窑洞外，来自陕西省第三测绘工程

院的测绘队员高凯摆弄着两件“宝

贝”——一件是无人机，可以快速覆盖

广阔区域、完成高清晰度拍摄；一件是

RTK 测量仪（实时动态测量仪），能实

现文物位置厘米级定位。“科技赋能文

物普查，提升了我们的数据质量和工作

效率，特别是文物本体认定的精确度和

全面性。”高凯笑言。

“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在这片文

明悠远的土地上，俯拾皆是历史。丰厚

的文化遗产资源，催促着“四普”队员们

脚步不停，继续前往下一处文物点踏察。

位于岐山县东北部的岐阳遗址，被

一片沉睡的冬小麦笼罩，地表大量的陶

器残片提示着这里的沧桑历史。这是

一处“三普”复查文物

点，文化范围大，内涵

丰富，新石器和商周时

期遗物众多。专家指

出，它距离周原核心区仅有

10公里，很可能与周人迁岐的历史

有关。

午后，从田野东南角深入遗址，记

者跟在文物普查队员侯骁秦身后，深入

到一处断面，学着找文化层、灰坑，辨认

陶片、石器。这位来自宝鸡周原博物院

的“90后”姑娘刚入职不久就投身到“四

普”工作中。短短几个月，让她踏踏实实

“亲近”了周原，感到收获满满。

宝鸡市文物普查队队长王颢透露，

经过前期的辛苦踏勘和测量工作，这一

“三普”时面积为 8万平方米的文物点，

规模扩大至本次调查的约 33万平方米，

根据文化层中采集的器物，时间上限可

追溯到“距今约 7000年的前仰韶文化”。

“这个陶片比较薄，是一个带有锯

齿花边的口沿，器物上腹部带有交错绳

纹，属于慢轮手制的陶器，可以判定为

前仰韶文化。”站在雨后的泥土里，大家

边认边记，鞋子越走越沉。积淀着数千

年岁月的器物端详在眼前，脚下踩着的

就是厚重的文明。

回到住处已是傍晚。来不及刷鞋，

队员们又紧锣密鼓地清洗登记文物，开

展“内业”工作。“四普”数据采集系统

中，密密麻麻的资料页面等待他们“耕

耘”。大到不可移动文物的使用情况和

保存状况如何、简

介描述是否精当，小

到图片册页有无代表

性、是否涉及相关参考

文 献 ，细 节 一 一“ 敲

定”，当日事当日毕。

数据显示，截至 9
月 23日，第四次全国文

物普查已复查 25.3万余处“三普”不可移

动文物，已调查发现 1.8万余处新发现的

文物。在陕西，全省 107 个县区中目前

已有 54个县区完成实地调查，这项“作

始也简，将毕也巨”的工程，进展过半。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被问及

参加“四普”最大的初衷和动力，队员们

不约而同谈到热爱和责任——让我国

文物资源“家底”更清晰、让源远流长的

历史文化更可见可感。

“无论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

筑等，每个文物点都有自己的特殊之

处，‘一头牛一个牵法’嘛。最重要的是

钻研其中，白天工作充分准确，‘内业’

就‘砍瓜切菜’了。”侯骁秦生动地说。

云淡风轻的背后，是日拱一卒的坚

守，也是业精于勤的沉淀。

新华社西安11月14日电

从差点“被绝杀”到真正“反绝

杀”，中国男足国家队经历了堪称从地

狱到天堂的五分钟。

这是把足球的残酷与美丽展现得

淋漓尽致的五分钟。巴林队在第 87 分
钟的进球，几乎就要扼杀掉国足冲击世

界杯的希望。不过，视频助理裁判发现

了进球队员越位在先，主裁判随即判定

进球无效。第 91 分钟，张玉宁决胜一

击，让《歌唱祖国》的歌声在巴林国家体

育场激情飞扬。一阵极速过山车后，许

多中国球迷压抑已久的情绪得以释放。

这场关键的客场胜利，对于国足究

竟意味着什么？

胜利的价值，直观体现在了积分榜

上。本场比赛前，国足已经连续四轮小

组垫底。此役过后，国足一举反

超巴林队进入小组前四。18强赛

赛程正好过半，国足

目前与澳大利亚队、沙特队同积 6 分，

在C组中仅次于日本队。

根据 2026 美加墨世界杯亚洲区预

选赛 18 强赛竞赛规则，每个小组的前

两名将直接获得世界杯出线资格，小组

三四名将参加附加赛。连续击败印度

尼西亚队、巴林队这两个竞争对手后，

国足已经在小组前四争夺中占据主

动。甚至有不少球迷开始畅想，国足存

在直接出线的可能。

这场胜利，是对拼搏精神的最好褒

奖。在三连败被外界普遍唱衰后，国足

将士们没有破罐子破摔，而是知耻而后

勇，在场上拼尽全力。历来艰难的西亚

客场，我们看到了踢满 90 分钟精疲力

竭被抬出场的张玉宁，看到了为封挡对

手射门“飞身堵枪眼”而受伤的李磊，看

到了被撞破眉角后继续包扎上场的徐

皓阳……

很少有球迷认为国足不能输球，但

所有人都希望国足无论输赢，都至少要

踢出精气神，踢出自身现有的水平和应

有的样子。近两场比赛的结果证明，在

体育竞技场，当你向死而生、拼尽全力

时，往往更容易得到幸运女神的青睐。

坦率来说，中国队并没有高人一筹的技

战术能力，但哪怕多一次拼抢，也就多

一分机会和希望。

这场胜利，同样诠释了信任的意

义。18强赛前两场比赛，国足先是首战

0：7 惨败于日本队，而后主场痛失好局

输给沙特队，主教练伊万科维奇的排兵

布阵饱受诟病，下课之声不绝于耳。面

对危机，中国足协没有走上“一输球就

推倒重来”的老路，而是给予耐心和支

持。球员们也没有在连续失利后“摆

烂”，而是坚定执行主教练的战术安排。

在武磊等多名主力受伤病困扰无

法出战的情况下，伊万科维奇也选择相

信年轻人——“00 后”后防线组合蒋圣

龙、朱辰杰搭档上场，帮助国足在近 22
场世预赛中首次零封对手；21岁的胡荷

韬临危受命，在攻防两端发挥稳健；24
岁的汪海健替补登场，送出关键助

攻……正是足协、教练和球员之间的相

互信任，帮助国足化被动为主动，逐步

走出困局。

关键一役的胜利固然值得庆幸，但

中国足球还远远没有到值得庆祝的时候。

18 强赛还有五场，积分形势尚未

明朗，任何的松懈和自满都可能使国足

再次掉队。胜不妄喜，败不惶馁。只有

继续保持挑战者的姿态，每场比赛都去

力拼对手，尽力争取每一个积分，中国

队才有可能把世界杯出线的命运掌握

在自己手中。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保持清醒，

问题不会因为国足赢球就随之消失。

“假赌黑”现象、俱乐部欠薪、青训体系

缺失混乱……这些中国足球长期存在

的痼疾仍然尚待解决。中国足球实现

真正的触底反弹，需要一点一滴、扎扎

实实地进步，需要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

决心和定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赢得振

兴和未来。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

□ 新华社记者 胡梦雪

文化新观察 在“四普”现场，见证跋涉与热爱

客场击败巴林，对国足意味着什么？ □ 新华社记者 肖世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