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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灵靖宇，毓秀濛江。位于长
白山西麓、松花江上游左岸的靖宇
县，早在距今四千到五千年前的新
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文物资源
丰富。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期
间，靖宇县普查队以科技为翼，以脚
步为尺，全面梳理县域文物脉络，
目前已完成第二阶段实地调查任
务，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勾勒
出 一 幅 守 护 文 明 根 脉 的 生 动 画
卷。

田野调查
在荆棘与风雪中叩问历史

2024年 6月 20日清晨，濛江乡
富阳村的“李子行遗址”揭开了靖宇
县“四普”田野调查的序幕，这也是
白山区域首个启动实地调查的地
区。刚从全省集中培训归来的“90
后”普查队长，带领骨干队员手持
RTK设备精准定位，操控无人机航
拍文物全景，指导队员在四普软件
中规范采集地表文物标本。当无人
机的螺旋桨在山坳间发出轰鸣声，
古老的遗址与现代科技完成了一次
跨越时空的对话。

在“李子行遗址”，当地村民指
着远处的山坡讲述地名渊源：“祖辈
说这片山梁形似马蹄，珠子河绕着
山根流，早年这漫山都是李子树，排
列得非常整齐。”作为“二普”时期发
现的古文化遗址，这里曾出土新石
器晚期至青铜时代的陶器残片，像
这样需要复查的文物点，靖宇县共
有101处。

调查过程中状况频发，软件故
障导致照片丢失、遗址边界坐标偏
移、采集标本时没有摆放比例尺等
现实挑战，田里的庄稼也为地表拍
摄增加了难度。更严峻的是长白山
余脉的自然制约——山高林密的地
形、即将到来的雨季以及 11月中旬
降临的初雪，都在无情压缩着外业
时间。

普查队员没有退缩，他们以“文
物般的静默坚守”应对挑战——没
有会议部署，没有誓师仪式，他们像
辨识陶片质地般细致梳理问题，在
实践中校准工作方法。2024 年 11
月21日，当漫天飞雪笼罩“杨靖宇将
军殉国地”时，随着最后一组数据采
集完成，靖宇县第四次全国文物普
查复查阶段田野调查任务顺利完
成。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二普”，
到如今的“四普”；从骑着“二八大
杠”翻山越岭，到RTK设备测绘配合
无人机航拍；从手写登记、冲洗照片
到兼具拍照、定位功能的采集软
件。几十年间，变化的是技术与手
段，不变的是几代文物人扎实的工
作底色，传承的是再难再远也要守
护文物的坚定信念。

攻坚克难
整理与调查登记新发现文物

2024年 12月初，在靖宇县文物
管理所工作了近三十年的老所长退
休。“90后”普查队长带领队员将“四
普”的战场从室外转入室内。内业
工作包括描述遗址简介，核对公布
文件、整理文物标本、绘制位置图和
平面图等内容。全县仅有两名能独
立完成数据上传的人员，每处遗址
的信息录入需耗时1小时，还要兼顾
日常业务。但队员开启“白加黑”模
式，因为作为白山地区文物数量最
多的县区，尚有110余处新发现文物
等待登记。

2025年 3月 5日，惊蛰，松花江
畔的靖宇县，仍是银装素裹、满目晶
莹。普查队再次出发，开始对“三
普”以来新发现遗址进行调查登记。

靖宇县原名“濛江县”，1946年
为纪念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而更名
为靖宇县。这里曾是满清王朝的

“皇封禁地”“龙兴之地”，肃慎、靺
鞨、高句丽、女真、满族、朝鲜族等众
多少数民族也先后在此留下过足
迹。长白山文化、各少数民族文化、

红色文化和现代文化交相辉映，形
成了有特色的松花江河谷文化，为
靖宇筑就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
的城市魅力。

“三普”以来，靖宇县域内先后
开展过“鸭绿江—松花江流域考古
调查”“靖宇县近代遗址专项调查”

“西流松花江流域两汉时期考古调
查”等专项调查，累计发现并公布古
遗址10处，古墓葬2处，近现代重要
史迹及代表性建筑105处，保留待专
家核对文物线索 3处。普查队结合
过往记录开展现场调查工作，同时
采访周边村民，查阅文献资料，把新
发现成果纳入“四普”新发现范围，
切实践行应普尽普、应保尽保的工
作原则。

精神洗礼
来自革命文物的现场教育

3月 29日，普查队员来到“灰狗
窝战迹地遗址”，住在附近的农民自
发在文物保护标志牌旁边竖立了红
旗。尽管他说不清地名来历，却笃
定地讲述父辈相传的故事：“我爸说
杨靖宇将军在这打过仗，他带人去

那尔轰，在这和鬼子碰见了，指挥部
队把鬼子打跑了。”

多年以来，杨靖宇将军和他领
导的东北抗联一路军的事迹在靖宇
县代代相传。“英雄城”的百姓也许
不了解抗联部队的番号和编制，却
用朴素行动守护革命文物。红旗在
寒风中鼓动的那一刻，文物普查与
保护工作就此有了意义，也为新入职
的普查队员上了生动的“第一课”。

4月初，随着新力量的加入，靖
宇县“四普”工作渐入佳境。

4月 17日，吉林省“四普”办专
家组实地踏查靖宇县“马架子密营
遗址”。清晰的水井、灶台痕迹，石
块堆砌的长条建筑遗存疑似火炕基
础，结合史料记载、周边村民回忆，
这里被确认为“杨靖宇将军殉国前
从那尔轰地区突围时发生的最后
一 次 规 模 较 大 的 战 役 所 居 住 的
密营”，成为研究抗联密营建设
及 杨 靖 宇 行 军 路 线 的 关 键 实 物
证据。

“马架子密营遗址”地理位置隐
蔽，便于转移，是抗日战争时期抗联
部队建立的典型密营之一，直观呈
现了杨靖宇将军领导下的东北抗联

部队在极端恶劣环境中坚持抗日的
史实，是以“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
勇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
英雄气概”等为核心价值体系的东
北抗联精神的集中写照，是本次“四
普”工作的重大发现。

守护文明
让文物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文物是历史的承载者和记录
者，巍峨的长白山脉是靖宇的精神
脊梁，滔滔的松花江水是靖宇的文
明血脉。千百年来，靖宇县历尽沧
桑与坎坷，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文
明的印记，当文物标本洗尽千年尘
埃，当普通村民口述抗联故事，考古
发现与史料记载形成互文，历史便
有可以触摸的温度。

如今的靖宇县，“四普”工作仍
在继续。这场普查不仅是文物遗址
的数据登记，更是一次文明印记的
溯源之旅。通过普查增强历史自
觉，坚定文化自信，在探寻过去中守
护现在。讲好靖宇故事，传播靖宇
声音，让靖宇的历史文化在新时代
焕发光彩。

东丰县宏达二期
门企房入住名单公示
经当事人单义军申请，当

事人单义军在辽源市宏达建筑

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宏

达二期小区高层南栋（7号楼）”

购 买 的 一 层 西 南 角 门 市 楼

146.00平方米。

以上宏达二期购楼者单义

军申请办理不动产权登记，对

以上住户进行公开公示，在法

定期限内未有人提出异议，将

进行商品房转移登记。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

东丰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东丰

县政务大厅一楼）。特此公示。

联系人：张金发

联系电话：0437－6200021
东丰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5年7月3日

不动产继承公告
申请人：姜淑琴 身份证号：

220322194305130724。对坐落

于梨树县东街奉友委的不动产

申请办理继承登记。规划用途:
住宅。产权证号：吉房权梨字

第 1088 号。面积 100.24 平方

米。 现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

施细则》和《不动产登记操作规

范（试行）》之规定，对该申请进

行审查并予公告。如对该申请

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

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

送达我机构。逾期无人提出异

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我机构

将予以登记并颁发《不动产权

证书》。

特此公告。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

梨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邮编：

136500
联系电话：0434-5252018，

5252002
梨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5年7月4日

公告
下列人员申请坐落建设

街，乐文路（凤凰城东区一期）

不动产登记：

薄浩、王莉，2号楼 1单元 4
层西侧；

赵天娇、周蕙，1 号楼 8 单

元6层东侧；

曲占军、王艳，1 号楼 7 单

元4层西侧；

王立娜，1号楼 5单元 3层

西侧；

杨明学、赵丽媛，8 号楼 5
单元2层西侧；

郭艳丽，4号楼 6单元 3层

东侧；

董伟珍，4号楼 6单元 3层

西侧。

下列人员申请坐落建设

街，爱国路（凤凰城三期）不动

产登记：

王春雨、刘巧凤，23号楼 1
单元15层西侧；

王娟、孙丕新，22号楼2单

元10层东侧；

张柏林、肖春芳，23号楼 1
单元12层东侧；

王春雨，23 号楼 2 单元 14
层中户；

乔红，23号楼2单元4层东

侧。

按照相关文件要求，拟办
理住户不动产登记。

与此相关权利人对此公告

有异议的，应在公告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向通榆县不动产登记

中心提出异议申请，逾期不提

出异议申请的，将按无籍房管

理有关政策，给予办理不动产

登记。

通榆县华成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2025年 7月4日

溯源文明印记 守护历史根脉
——靖宇县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纪实

王正宇 丛逸冰 本报记者 郭小宇

普查队员冒雪开展遗址测绘工作 普查队员采集文物标本 普查队员实地采集标本

2024年6月20日，靖宇县率先启动“四普”工作，并实地开展集中培训。

普查队员踏查位于悬崖上的青铜时期遗址

村民在灰狗窝战迹地遗址标志牌附近自发竖立红旗
新入职普查队员在马架子密营遗址实地测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