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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春后的中原大地乍暖还寒。2月16日早
上7点多，城市的早高峰刚开始，马萧林就已坐
到办公桌前。“红旗渠230公里的管理渠线上，每
天有200多人在巡渠，如果利用科技手段，只需30
人就能解决管理问题，不仅节约成本，还能提高
效率……”红色遗产保护利用调研一结束，马萧
林便默默算起了“账”。
　 作为一名有着近30年工作经历的“老文博
人”，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是坚守幕后的“国
宝守护者”。2018年，他当选第十三届全国政协
委员，此后每年他都会提交有关文物安全方面
的提案，推动文物保护和利用工作。
　　2021年7月，受暴雨影响，河南共有400多处
文物遗址受到不同程度损伤。
　　“我国文物资源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分布
广泛”，马萧林说，虽然文博单位历来重视防火，
但应对极端天气还存在应急预案不完善、应急
物资储备不足等问题。
　　通过走访文博单位、与应急管理专家座谈，
2022年全国政协大会期间，马萧林提交的《关于
提升文物博物馆单位安全应急管理能力的提
案》，对提升文博单位应急管理能力提出了系统
性建设意见，引起有关部门重视。
　　“文物安全是底线、是红线、是生命线。”这
是马萧林常说的一句话。
　　2020年，在走访河南新县、兰考县、台前县
等地时，马萧林发现低级别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面临保护和管理难题。“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
文物3.6万多处，级别较高的，通常保护状况较

好。相比之下，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总量巨大，
但在资金政策支持、人员配备、陈列展示等多方
面保护状况亟待改善。”马萧林说。
　　2021年全国政协大会期间，马萧林提交了
《关于加强对低级别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保护利
用的提案》，针对性提出加大经费投入、革命文
物资源整合打包、多部门协同保护利用、鼓励社
会力量参与等建议。
　　马萧林很快收到了来自国家文物局的政协提
案答复函。2021年末，国家文物局印发《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明确提出“推动各
地加大省级以下革命文物保护力度”。这份提案
也被评为“全国政协2021年度好提案”。
　　“文物，绝不是静止的古董，它是活着的历
史，既要保护文物安全，也要让文物‘下凡’，走
入百姓生活。” 如何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
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
文字都活起来，是马萧林一直思考的事情。
　　为了让甲骨文走到公众视野，马萧林多次
到甲骨文发现地河南安阳实地调研，并与全国
多位研究甲骨文的专家、学者进行探讨。2019年
全国政协大会期间，马萧林提交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对甲骨文宣传推广的提案》，从加快编辑出
版甲骨文普及读物、建立宣传推广甲骨文的教
学机制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
　　从首创考古盲盒掀起“考古热”，到跨界推
出《唐宫夜宴》让文物活起来……近年来，马萧
林带领河南博物院不断挖掘内涵、创新表达，尘
封在博物馆的文物也幻化成鲜活生动的姿态，

动起来、活起来、潮起来。
　　“文物本身就属于那个时代的‘顶流’，通过
提取文物蕴含的历史信息、文化元素，进行创新
表达、科技赋能，古老文物也能变成生活密友。”
马萧林说，文物只有走进日常生活，才能真正发
挥它的价值和作用。
　　作为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马萧林带着5年
来的履职积累，今年将继续关注文物保护和活
化利用工作，并就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提
交提案。

  【记者手记】

　　了解到马萧林委员工作很忙，记者特意提
前约访，结果约了四次才得以成行。第一次打
电话时，马萧林正在陕西参加文博会议；隔天再
约，他已在安阳林州调研红色遗产保护利用。
为接受采访挤出来的几个小时，也不断被来访
者打断。
　　在守护文物的路上，马萧林总是步履不停。
就连去食堂的半路上，他都会拐到消防站查看
消防物资储备情况。熟悉马萧林的人都知道，
他既是手铲释天书的考古人，也是博物场馆的

“掌门人”，正是这样的经历，让他对文物发掘、
整理、研究、展示、保护等文博事业全流程熟稔
在心，念兹在兹。
　　“守护国宝安全，心系考古研究，让文物真
正活起来，是我的事业追求。”马萧林用近30年
的工作诠释了“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新华社郑州2月18日电）

全国政协委员马萧林：

在保护中传承 让文物活起来、潮起来
新华社记者 史林静

代表委员履职故事

　　贵州“八山一水一分田”，土地平
坦的坝区弥足珍贵。
　　在贵安新区高峰镇龙宝村，依山
傍水的大坝总面积达3000余亩，素有

“一亩稻花十里香，一家煮饭百家香”
的美誉。
　　54岁的村民刘文何从小就懂得
种粮的不易。2013年，他看到村里种
地劳动力不足，与他人合伙，贷款购
置农机 ，成立合作社进行社会化
服务。
　　起初生意尚可，可最近几年，随
着外地农机服务介入、种粮成本增
加，加之农机老化，刘文何的合作社
面临危机。
　　“干不下去了，散伙吧！”2022年
初，合伙人提议。“种粮食能挣几个
钱，万一搞砸了，你让全家生活咋
过？”家人这边也极力反对。内外都
面临压力，刘文何进退两难。
　　在这煎熬时刻，正逢当地大力推
进党政领导领办示范责任田，龙宝村
被选为试点，一场农业现代化、机械
化的改革开启了。
　　解决田“谁来种”“怎么种”，必须
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得知
刘文何的状况后，农业部门帮他联系

“农机贷”，并告知农机购置补贴可达
农机价格80%的新政策。
　　在政府多次动员下，刘文何重拾
信心，一口气下了一个大订单：4台大
型拖拉机、2台联合收割机、1台播种
机、1台高速插秧机、7台旋耕机……
　　机械到位后，刘文何壮起胆子，
揽下了1100多亩水稻“耕种管收”的
任务。虽是种田老手，第一次弄这么
大面积，刘文何心里也没底。
　　彼时，来自贵阳市农业农村局的
农艺师张斌正好在高峰镇挂职副镇
长，技术指导的重担主要落在了他
身上。
　　“从水稻育种开始，我就一直蹲
守在这个点上。”张斌说，围绕“种什
么”“种得怎么样”，每一个阶段，来自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等单
位的技术人员都全程在线。
　　“小面积的试验田好弄，大面积
的生产田难整，我们一直在思考技术
投入成本能否换来成正比的收益？”

张斌回忆，推广新理念很不容易。他
们大幅增加种植密度，一度被村民笑
话是在种草。对全程机械化、全程托
管，很多农户起初也难以接受。
　　通过多次算账、反复磨合，涉及
216户665个丘块的示范责任田终于
全部种上了水稻。中途又历经旱情、
病虫害等干扰，所幸去年秋收时还算
圆满。
　　亩均产稻谷610.24公斤，较前三
年平均提高15%以上……张斌惊喜地
发现测产数据印证了丰收。其他跟
学的农户也尝到了甜头，有的亩产甚
至达到了704公斤。
　　高峰镇农业服务中心农艺师王
培官介绍，去年水稻收割后，他们积
极推进稻菜轮作，打造高品质蔬菜基
地，让冬田不闲。
　　眼下的坝区，标准化种植的一垄
垄松花菜绿意盎然、长势良好，三五
成群的村民进行管护。55岁的村民
李春是带班小组长，每天有150 元
工资。
　　她打趣地说，自从嫁到这里就一
直在种田，10亩田就像把人拴住了一
样。去年托管给合作社后，省心多
了，自己有更多精力带孙子。
　　通过参与示范责任田的工作，从
事农业生产指导30余年的王培官也
愈加认识到推广现代农业、做好“土
特产”文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旁的龙宝村驻村第一书记熊
鹏则清醒地道出了目前的短板：大坝
都是分散的零星丘块，沟渠、机耕道
已经跟不上发展形势，亟需进行宜机
化改造。
　　“田块小、田埂多，里面‘卧牛石’
多得很，机子老打滑，不好操作……”
对于这点，刘文何也深有感触。平日
里他看新闻，注意到有的地方在推

“一户一田”，小田并大田后，家家户
户只有一块田，不再是“巴掌田”。
　　谈起今春打算，刘文何称自己正
在选购种子，并已经着手准备营养
土。“现在也在和农户商量土地流转
费的事情，如果谈好了，我还是有信
心继续把粮食种好。”这位朴实的庄
稼汉说。
    （新华社贵阳2月20日电）

高产高效咋做到？

贵州示范田里找答案
新华社记者 向定杰

  2月20日，浙江
省台州市仙居县迎
晖幼儿园的孩子们
在“二月二 龙抬
头 ”活 动 中 表 演
舞龙。
  2 月21 日将迎
来“ 二 月 二 ，龙 抬
头”，各地举行丰富
多彩、各具特色的活
动迎接农历二月初
二，弘扬中华传统
文化。
 新华社发
   王华斌摄

　　早春时节，甘
肃省陇南市一批
从事电商销售的
企业，带着产自中

国西北内陆腹地的“礼县苹果”等农产品亮相俄罗斯莫
斯科红宝石展览中心。新年开新局，陇南市电商产业
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和促进经济复苏的能力越来越强，
不少本地企业带着苹果、中药材等农产品走出大山，走
向海外。
　　“这次去莫斯科与当地一家企业洽谈了苹果和大
蒜的长期供货业务，我们的产品品质好，产地直供价格
低，在海外竞争有优势。”甘肃良源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外贸经理康严文介绍。
　　今年以来，甘肃省紧盯数字经济，释放农产品消费
活力。位于甘肃东南部的陇南市有“陇上江南”之称，
这里气候宜人，农产品种类丰富。经过多年发展，当地
交通物流更加畅通，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
展电商产业的条件日趋成熟，2022年电商销售额突破
60亿元，创历史最高水平。
　　为了让陇南农产品更好“借船出海”，在当地政府
支持下，不少本地企业纷纷在境外电商门户网站开设
体验店和海外仓。橄榄油、中药材、蜂蜜等30多款农产

品销往美国、马来西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本地企业出海销货的信心十足，我们也将持续为
入驻平台的商户做好通关、退税、结汇、物流、仓储、英
文直播等跨境电商运营一揽子服务。”陇南市电子商务
发展局副局长王润雪说。
　　陇南电商产业发展不仅“走出去”持续拓宽海外市
场，还能“稳下来”用优质服务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为了让电商产业链发展得更完善、更成熟，陇南市
电子商务发展局春节后组织当地电商从业者组团去省
外交流学习，期盼将智慧物流、园区打造、网货开发、网
红培养等优秀经验带回来。陇南电商产业的优质潜力
和前景，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纷纷加入。记者在陇南
市武都区电子商务中心看到，去年毕业的大学生路蕊
瑞正在直播带货。不一会儿，她带货的速食酸菜、橄榄
油炒锅巴等本地农产品被一抢而空。
　　近年来，陇南市的电商产业经历了从“单打独斗”
到“抱团发展”的变化。“我们的农产品从销往全国到走
出国门，离不开货品质量把关、物流建设、异地配送及
推介等工作。”陇南市电子商务发展局局长王小元说，
在乡村振兴和数字经济叠加发展的机遇期，陇南有信
心做强电商产业链，为消费者和市场提供优质的陇南
产品。       （据新华社兰州2月20日电）

走出去 稳下来
———“陇上江南”电商产业发展开新局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 马希平

强信心·开新局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记者从水利部了
解到，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 河南省
淮河流域重点平原洼地治理工程20 日正式
开工。
　　本项治理工程地处河南省淮河流域平原地
区和国家核心粮食产区，地势平缓低洼，河道多

年未进行过治理，现状淤积严重，泄流能力不
足；配套建筑物标准偏低，且年久失修，致使区
域内洪涝灾害严重。
　　工程治理范围包括沿淮洼地、洪汝河洼地、
沙颍河洼地和惠济河洼地四大片，共治理117条
干支排水河道，涉及河南省25个县区、耕地面积

1035.55万亩。建设任务以面上除涝为主，兼顾防
洪和水资源利用。
　　此项工程总投资39.62亿元。工程实施后，
可全面提高治理区的防洪排涝能力，改善当地
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保障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

河南省淮河流域重点平原洼地治理工程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