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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完成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复核工作 
  

截止 12 月 10 日，长沙市已全面完成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全市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2425 处现场复核及系统数据录入工作。 

长沙是名副其实的文物大市，“三普”登录不可移动文物

2425 处，居全省第一，现有不可移动文物 2455 处，其中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有 29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19 处，市县级文

物保护单位 397 处。长沙辖区内宁乡市、浏阳市、长沙县、望

城区、开福区、岳麓区为文物大县，其中开福区被确定为全国

第四次文物普查 13 个试点县（区）之一，岳麓区被确定为全省

16 个普查试点县（区）之一，并率先完成复核工作。 

“四普”工作启动以来，长沙市积极谋划，笃行实干，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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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扎实推进长沙

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圆满完成了年度普查任务，取得

了显著成果。主要做法包括： 

一是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四普实地复核工作启动以来，市

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澎同志和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周志凯同志多次就四普作出批示，市文旅广电局易

鹰同志专题调度，曹凛副书记多次深入普查一线，先后现场指

导长沙县、开福区、望城区、宁乡市等地区的文物实地复核工

作。 

二是市普查办积极统筹。市普查办充分利用省会城市和高

校集中的优势，组建以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业务骨干为主的业务

指导组，积极邀请省属高校相关专家指导县域实地复核工作；

针对三普后行政区划调整和湘江新区的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市

普查办专门研究发文对工作责任予以明确，确保普查工作无遗

漏；对于机构改革后文物专业力量特别薄弱的区，市普查办积

极协调，予以专业协助；此外，市普查办还从市本级经费中划

拨 39 万元用于支持各区县市普查设备购置等。有力地保障了普

查工作有序开展。 

三是省市县联动攻坚克难。宁乡市三普登录不可移动文物

1224 处，是全省不可移动文物数量最多的县域，且多山地丘陵，

不可移动文物实地普查难度大，同时，宁乡市财政较为困难，

无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扩充普查力量。在这种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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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乡市普查办充分发挥乡镇文化站和文物保护志愿者的力量，

普查队伍白天调查，夜晚录入数据，省普查办多次现场指导，

市普查办抽调专业力量协助。在省普查办坚强领导和长沙市普

查办的支持指导下，在全体普查队员的共同努力下，宁乡市 12

月 10 日完成现场复核和数据录入工作，宣告全市四普复核工作

的全面完成。 

四是多措并举保证复核质量。普查工作要求及登录标准印

发后，市普查办积极组织学习培训，提高普查队员业务水平，

同时购置了无人机、RTK 等普查数据采集测绘设备，并通过与高

校、测绘机构合作等方式提高了不可移动文物现场数据采集效

率和质量。在具体推进复核工作中，市普查办工作人员及时了

解各区县的复核进展情况，时常深入普查一线，解决复核过程

中遇到的疑点难点。 

接下来，长沙市将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持续推动第

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深入开展。一方面，继续完善复核不

可移动文物数据，进一步提高普查登录数据质量；另一方面，

市普查办充分发挥省会文博专业人员优势，深入田野乡村，搜

集不可移动文物新线索，及时将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

历史遗存纳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实现历史文化遗产应保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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