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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王杜娟：

打造全球地下工程
装备技术创新高地

“我是一名来自制造企业科技工
作一线的人大代表，主要从事盾构机
的设计研发工作，更多关注的是制造
业如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全国人大
代表、中国中铁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王杜娟希望，制造企业都能牢
记嘱托，坚持创新引领发展，为推动我
国由“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贡献
力量。 郑州全媒体记者 袁帅 文/图

国产盾构“卡脖子”问题已解决

“这些年，中铁装备狠抓科研
攻关，解决了一批关键部件的‘卡
脖子’问题。”王杜娟说，去年，中
铁装备研制的首批国产化 6米级
常规盾构 3米直径主轴承、减速
机通过了试验检测，解决了国产
盾构核心部件“卡脖子”问题。还
成功研制了世界首台超小转弯半
径 TBM“文登号”、世界首台矩形
硬岩 TBM、世界最大直径硬岩
TBM、世界最大断面矩形顶管机
“南湖号”等一批代表行业先进水
平的产品。

今年 1月 21日，中铁装备生
产的盾构机在多哈的一个项目中
独头掘进 10千米，创造了在全球
盾构领域独头掘进的新纪录。

“当前我国在地下工程装备
领域虽然整体处于世界先进水
平，但在一些工程装备的关键技
术、核心部件、新材料开发和工程
技术应用等方面还落后于世界顶
尖水平。”王杜娟建议，支持郑州
申建国家地下工程装备技术创新
中心，聚集一流创新人才，打造全
球地下工程装备技术创新高地。

支持郑州申建国家地下工程装备技术创新中心

王杜娟认为，郑州建立国家
地下工程装备技术创新中心，具备
得天独厚的比较优势。王杜娟说，
支持郑州申建国家工程装备创新中
心，有利于打造全球地下工程装备
技术创新高地，努力建设成为国际
一流的技术创新平台，有利于加快
建设国际一流的创新人才聚集地，
培养一批杰出高端创新人才、专业
人才；有利于建设成为千亿级优势
产业集群示范，围绕产业链部署创
新链，培育整体协同的地下工程装
备产业生态链，助推中国向世界地
下工程装备产业链高端迈进。

王杜娟建议，国务院及发改
委、科技部等部门支持郑州申建
国家地下工程装备技术创新中
心，在政策、人才等方面予以倾
斜，争取在核心部件、新材料等领
域取得全面突破，补齐我国高能

级创新平台短板，引领全球高端
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服务型制造作为“中国制造
2025”9项战略任务和重点之一，
国家先后于 2016年和 2020年出
台有关意见，鼓励制造业企业提
高资源整合能力，进一步破除制
造业企业进入服务业领域的隐性
壁垒，支持装备企业取得工程和
设备总承包资质。“但由于支持政
策没有具体操作细则，目前制造
企业进入工程领域仍受到资质的
较大限制。”王杜娟说。

她建议，规范轨道交通重大
施工装备行业，加强对轨道交通
高端装备行业的管理监督，为国
产高端装备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
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建立健全企
业准入制度，尽快制订强制性国
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我们要做好考古和历史研究成
果的活化利用与有效传播，深入挖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
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时代价值，不断
丰富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

深耕考古研究、文物保护工作近
三十载，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博物院院
长马萧林最期盼的是更好呈现考古成
果，让世界看得到、也让世界看得懂。
郑州全媒体记者 赵文静 文/图

多语种全媒介传播 让世界看得到看得懂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向世
界推介河南时说：“在 2021年河
南元宵晚会上，唐朝（618-907）陶
俑复活，翩翩起舞，向观众展示了
河南博物院。就像时光倒流。”

《唐宫夜宴》节目一播出便引
起全国众多观众关注，河南博物
院打造的“考古盲盒”等文创产品
成为一个个爆款……多元素的艺
术手法加工提炼，让厚重的中华
历史文化变得灵动起来，吸引着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河南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
的重要发源地，肩负着传承发展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使命。”在
马萧林看来，要用活考古和历史研
究成果，加强考古界与出版传媒机
构、网络科技企业的交流合作，做
好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的活化利

用与有效传播，依托博物馆、考古
遗址公园等场所，将考古成果转化
为大众喜闻乐见的陈列展览、文创
产品、数字化体验，让老百姓看得
懂、感兴趣、想参与、有收获。

马萧林还建议，加强人类文
明比较研究，持续开展中外联合
考古与学术交流，在高校开设外国
考古课程，着力培养一批具有国际
眼光、熟悉世界其他古代文明成就
的中青年专家，加快创建具有中国
特色的人类文明认定标准、评价体
系，增强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
界的影响力、话语权。同时，要加
强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的多语种、
全媒介传播，让世界看得到、看得
懂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
的重大贡献，不断加深国际社会对
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解。

打造鲜活的历史教科书 引领青少年认知中华文明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考古
成果是青少年认识历史、传承文
化的鲜活教材。

“我们要了解青少年富有好
奇心、求知欲的天性，适应青少年
圈层化交往、网络化生存、个性化
表达的特征，创新主题研学、游戏
动漫、职业体验等方式，增强考古
成果转化的时代感、吸引力，有效
运用新手段、实现新表达，发挥考
古成果在青少年认知中华文明、
树立文化自信方面的独特优势，
更好彰显以史育人、以文化人作
用。”马萧林在提案中建议道。

此外，马萧林还提交了关于
加强对低级别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进一步发挥文物保护
员作用等相关提案。他建议，加
大经费投入，积极尝试资源整合打
包，协调发改、财政、交通、文旅、电
信等部门从各自职能出发，加大对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展示、弘扬的
支持力度。各地结合实际建立和
完善文物保护员制度，推行政府购
买服务，推动安全责任落实，强化
先进典型引领，确保每一处无专门
管理机构或管理机构力量不足的
不可移动文物有人负责巡查看护。

全国政协委员马萧林：

让文物“活”起来
引领青少年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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