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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王绣：

探索文物集中保护与城市融合发展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立身之本。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物遗产丰富的洛阳又该如何实现文化遗产与城市融合？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洛阳市文联副主席、洛阳博物馆名誉馆长王绣认为，传统文化要创新宣传形
式、提高文化质量，文艺工作者要沉下心、俯下身，扎根人民、脚踏实地。
郑州全媒体记者 赵柳影/文 马健 宋晔/图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繁荣文艺创
作，发展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和档案等事
业。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改革
发展，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王绣说，多年来从事文博工作，她欣
喜地看到，近年来国家在大遗址保护工作
方面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丰硕成
果。“在全国150处大遗址文化保护中，洛
阳有 6处遗址，近 10年来，我们在探索发
展合理利用等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使
之融入城市的发展建设中。”王绣说。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洛阳拥有丰
富的文化资源，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河洛文化是以洛
阳为中心、黄河与洛河交汇地区的物质文
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是中原文化和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王绣说，
河洛文化在贸易、交流中不断完善发展，
唐三彩、书画、牡丹等在“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广泛的影响
力，她非常希望河洛文化能够走出去，唱
响中国故事。

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了
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
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并参加
联组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坚
持”的要求——“坚持与时代同步伐”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精品奉
献人民”“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

对此，王绣深有感触。她认为，人
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
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源泉。文化文艺工作者不能“高高在
上”，而要“脚踏实地”，走进实践深处，
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用心用
情用功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
民。文艺工作者要沉下心、俯下身，扎
根人民、脚踏实地。

利用文化阵地
创新宣传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艺创作进入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丰沛时期。从产量上说，诸多数据稳
居世界第一。然而，繁荣背后不乏隐忧，不少文艺
工作者以经济效益为创作出发点，身陷拜金主义
泥潭无法自拔。

王绣表示，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加大，
以及从业者创新宣传形式，从争睹国宝的“故宫
跑”到中国馆蜿蜒的“世博长龙”，从纪录片《我在
故宫修文物》到《国家宝藏》节目引发热议，证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不缺少知音和追随者，只是需
要越来越多讲好中国故事的“说书人”。

王绣呼吁，艺术工作者要肩负文化担
当、创新文化视野，讲好每一个把传统文
化推向台前的鲜活的中国故事。“各个文
化文艺平台都要充分利用好自己的阵地，
从娃娃抓起，传承、传播、宣传好优秀民族文化。
我们将利用好博物馆这块文化教育阵地、重要的
文化窗口，多办一些展览，尤其是对青少年非常
有益的一些活动，让孩子们对一些历史文化多一
些感受，充分利用文化阵地，教育青少年。”

传承优秀文化
唱响中国故事 只有扎根人民

创作才能获得不竭的源泉

建议研究出台
国家文物补偿制度

作为闻名全国的“古都”，洛阳历史
悠久、文物遗产丰富。那么，该如何对
洛阳本土文物进行保护？如何加强文
物遗产和城市发展相融合？

近年来，洛阳积极构建文化传承创
新体系，充分发掘非物质文化资源，积
极繁荣文化事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成功创建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为河洛文化走出去提供了良好保
障，也对文物保护十分重视。

然而，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有些矛盾难以避免。王绣说，洛阳很多
大遗址位于城市建成区或城乡接合部，
大规模城镇化建设、新农村建设和大型
基础设施建设对大遗址的威胁不断加

剧，点多、面广、线长的遗址保护
也给管理工作和基础工作带

来极大挑战。另外，考古、
规划、科技保护等基础工

作薄弱；资金投入与实际需求
的矛盾仍然突出，限制了大遗址

保护综合效应的发挥。
“建议将洛阳等遗址分布的集中

片区，划设为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制定
新的发展政策，帮助地方探索文化遗产
保护与城市融合发展的路子。”王绣说，
同时，研究出台国家文物补偿制度，包括
洛阳在内的各个大遗址片区，作为全国
重要的文物密集分布区域，保护和发展
的任务异常艰巨，希望国家尽快研究制
定文物保护补偿政策，在推进大遗址保
护展示项目过程中，从土地置换、容积率
补偿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

此外，王绣认为国花是一个国家文
化形象的生动名片，是国家独立、社会安
定、民族兴旺的象征，也是民族文化、国
人精神、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目前，世
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确立了国花，我国
目前还没有确定国花，建议以法律形式
将牡丹确定为我国国花。

王绣还建议以法
律形式将牡丹确
定为我国国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