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溪市文物管理所 2023 年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通海·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讨会及秀山古建筑三维可视

工作经费 40.00 万元。

二、立项依据

2021 年 10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文物保

护和科技创新规划》：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

挖掘、广泛传播文物蕴含的文化精髓和时代价值，创新文物

合理利用方式，塑造全民族历史认知，推动文物保护利用工

作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创新文物保护利用机制，加

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建设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

区。健全国有文物资源资产管理制度，推进文物资源资产管

理信息共享，部署开展相关试点工作。完善各方主体参与文

物保护利用的支持政策，保障利益相关方合法权益。探索创

新对文物资源密集区的支持方式，建设文物领域国家智库。

2022 年 4 月，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云南省“十

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工作实施方案》：大力推进文物

活化利用。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打造“古滇

文化”、“南诏大理文化”、“丝绸之路南亚廊道”、“茶

马古道”、“滇越铁路”、“西南联大”、“滇西抗战”、

“聂耳和国歌”等文博品牌，推动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



创建，进一步提升历史文化品牌形象和社会影响力。培育以

世界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城、文物保护单位为支撑的“文

物考古游”系列研学旅游路线，推出生物多样性主题博物馆、

民族文化多样性主题博物馆和红军长征主题博物馆参观线

路，积极推进文物资源与文化旅游、科研科考、研学旅行等

深度融合。建立健全促进文博创意产品开发激励机制，支持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陆军讲武堂博物馆发挥国家文创试点作

用，打造文化创意品牌。

三、项目实施单位

（一）通海·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讨会，主办单位：中

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住建厅、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云南省文物局）、中共玉溪市委、玉溪市人民政府。承办单

位：中共玉溪市委宣传部、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玉溪

市文化和旅游局 ( 玉溪市文物局 )、中共通海县委、通海

县人民政府。

（二）秀山古建筑三维可视工作，实施单位：玉溪市文

物管理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加快通海历史文化资源挖掘利用、提升对外影响力和传

播力，通过打造“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开放样本”城市 IP，进

一步擦亮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片，助推文化强市，为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利用提供通海实践。拟在通海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获批两周年之际，举办通海·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学术交

流及系列活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和二十大报告



中关于文物保护和活化利用方面的要求，紧跟时代步伐，切

实做好文物的数字化展示工作，文物助力通海打造“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开放样本”城市 IP，更好地实现文旅融合 ，拟

对通海秀山古建筑群的部分建筑进行三维立体建模，以实现

线上的可视化展示。

五、项目实施内容

通海·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讨会用于在2023年3月在通

海举办的研讨会，项目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会议资料费、交通

费、专家费等。

秀山古建筑三维可视工作针对秀山古建筑三维可视工

作，2022年12月与其他第三方合作公司签署合作协议书，同

时共同制订详细的数据采集和三维可视方案，确定既定目标

－2023年1－6月开展古建筑照片拍摄、三维数据采集、测量

等工作－2023年7－12月开展三维模型的建立、资料整理及

发掘情况报告编写。

六、资金安排情况

通海·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讨会及秀山古建筑三维可视

工作40.00万元：1.会议资料费10.00万元、交通费1.00万元

、专家费4.00万元、不可预见费5.00万元。2.三维数据采集

费8万元、影像纹理采集6.50万元、数据加工处理费5.00万

元、后续结果生成费0.5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1.根据《通海·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讨会及系列活动工

作方案》中的第二方案，全程在通海县。



第一天（3月2日）全天报到（地点：通海县委党校、通

印酒店、元亨客栈、秀麓院）。

第二天（3月3日）上午：举行通海·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学术研讨会开幕式，观看通海历史文化名城宣传片、致欢迎

辞、领导致辞、专家致辞、通海国家历史文化名城LOGO及宣

传标语启用仪式，开展分组讨论。下午：参观考察通海县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具体路线为：通海北街→聚奎阁→文庙→

古乐馆（参观国家级非遗女子洞经音乐表演）→秀山古建筑

群。

第三天（3月4日）上午：继续开展分组讨论，举行通海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学术研讨会闭幕式，进行活动总结，发

布通海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宣言。下午：活动结束，返程。

2.针对秀山古建筑三维可视工作，2022年12月与其他第

三方合作公司签署合作协议书，同时共同制订详细的数据采

集和三维可视方案，确定既定目标－2023年1－6月开展古建

筑照片拍摄、三维数据采集、测量等工作－2023年7－12月

开展三维模型的建立、资料整理及发掘情况报告编写。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海·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讨会及系列活动开展后，加

快通海历史文化资源挖掘利用、提升对外影响力和传播力，

通过打造“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开放样本”城市 IP，进一步擦

亮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片，助推文化强市，为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利用提供通海实践。

秀山古建筑三维可视工作对通海秀山古建筑群的部分

建筑进行三维立体建模，可实现部分古建筑的数字化展示工



作，实现古建筑信息的最大化保存，这是玉溪文物考古部门

对文物保护新形式、新方法的积极探索，助力通海打造“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开放样本”城市 IP，更好地实现文旅融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