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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访谈】

全国政协委员马萧林：

探索建立大遗址
集中分布地区
保护补偿机制

作为一名有着近30年工作经历的“资深
文博人”，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博物院院长
马萧林是坚守幕后的“国宝守护者”。自2018
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起，他每年都会提交有
关文物保护利用的提案。今年全国两会，
马萧林就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石油工业遗址
保护等提出建议。

探索大遗址集中分布地区补偿机制
我国现有 145处大遗址，建成开放 36处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西安、洛阳、郑州、曲阜、
荆州、成都6个大遗址集中分布片区。

“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运营
中，土地问题与经费问题最为突出。”马萧林
说，建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国家文
物局协调地方有关部门，尽快明确用地类别、
管控措施，破解建设用地难、建设周期长等问
题。建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牵头，研究制
定文物工作补助补偿资金管理办法和实施细
则，建立完善大遗址保护补偿机制，充分利用乡
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
的政策和资金，合理制定各级政府补偿经费分
摊机制，并探索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机制。

对于已建成的考古遗址公园，马萧林建
议要多渠道保障其管理运营，探索“提级管
理、市县共建”模式，加大经费投入，引导社会
力量、社会资金参与考古遗址公园管理运营，
深化文旅融合，培育新型业态，开发文化产
品，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反哺大遗址保护。

保护利用好石油工业遗址
石油工业遗址是中国近现代工业发展的

重要历史见证。目前，对石油工业遗址的保
护展示主要存在着保护意识不足、缺乏统一
规划和管理导致的保护和利用缺乏系统性和
连贯性，资金和人才缺乏导致的遗址的保护
和利用工作难以有效开展等问题。马萧林建
议，国家文物局指导制定统一的规划和管理
措施，进一步摸清石油工业遗址的保存管理
状况，研究制定相应保护利用规划；深化文化
内涵的挖掘研究，由中宣部牵头，协调国家文
物局等部门，联系相关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
学者，深入挖掘阐释石油工业遗址的历史意
义和时代价值；加强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实
施一批石油工业遗址保护项目；构建完善宣
传、展示和利用体系，提高公众对石油工业
遗址的认知度和重视程度，更好发挥石油工
业遗址独特的教育功能。“通过保护和利用
这些遗址，可以推动工业文化的发展和传
承，促进工业旅游发展，助力经济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秦华

全国政协委员马珺：

补齐短板
推动乡村特色
优势产业提档升级

全国政协委员、洛阳理工学院副校长
马珺通将“脱贫攻坚”作为今年提案的关键
词，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言献策，提出以
全产业链思维推动乡村特色优势产业提档
升级、开展全产业链培训推动脱贫人口就
业增收、多举措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等建议。

推动乡村特色优势产业提档升级
马珺建议，补齐技术、设施、营销、人才等

方面短板，拓展特色优势产业增值增效空间，
以全产业链思维推动乡村特色优势产业提档
升级。“同时，还要加大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道路交通、仓储保
鲜、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打通农产品产
销堵点；推动大数据、物联网、5G等技术应用，
提升特色产业电子商务支撑服务水平，培育
农产品网络品牌；发展农产品加工、乡村休闲
旅游、农村电商、健康养老等新产业新业态，
实现“一产”转型升级、“二产”做大做强、“三
产”做活做优。

为推动脱贫人口就业增收，马珺建议，通
过差别化支持举措，分层分类开展全产业链
培训。譬如，鼓励技师学院、高等院校、培训
机构等，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和重点产业布局，
开展行业急需紧缺职业技能培训，鼓励脱贫
群众参与职业技能培训。“在摸清脱贫人口培
训需求的基础上，实施有针对性的培训。”
马珺说。譬如，可以对中青年劳动者开展电
商直播、数字经济、休闲旅游、健康养老等新
产业新业态技能培训。

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在马珺看来，还可以通过健全联农带农

机制、开展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农村创业创
新、提高农业风险保障等措施大力发展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她建议，引导脱贫户和监测
对象有效嵌入产业链中，建立多形式利益联
结机制，推广“订单收购+分红”“保底收益+按
股分红”等模式，把利益分配重点向农民主体
倾斜。优化农村创业孵化基地、众创空间等
平台，引导脱贫群众与“田秀才”“土专家”“乡
创客”一同创新创业，落实创业补贴、信贷、保
险等支持政策，扶持脱贫劳动力成长为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以创业带动就业。加大农业
风险保险政策支持力度，开发适应新型经营
主体和小农户需求的保险品种。

马珺还提出，通过实施教育提质、健康守
护、社会保障三大工程，持续提升脱贫地区公
共服务水平。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张竞昳

全国政协委员羊毅：

让更多科技成果
从“实验室”
走向“生产线”

“作为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所有技术问
题的总机关，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
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
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从航空科研生产一线
转换到技术创新的新赛道，全国政协委员、龙
门实验室院士工作室主任羊毅尤为关注实验
室和企业如何协同创新，让越来越多的科技成
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增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我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水平，

制造服务附加值较低。目前这种局面尚未从
根本上得到改变，主要原因是产业的关键核心
技术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较
低。”羊毅认为，为加快推动制造大国向制造强
国迈进，必须增强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
动能。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形成新质生产力
的原动力。“对于装备制造、集成电路等科技密
集型行业来说，其全产业链涉及跨行业、跨学
科的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迫切需要提升原始
创新成果供给的时效性。”羊毅说，近年来国家
正在加快构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新组建的国
家实验室、省实验室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增长。

“怎样推动这些新型研发机构充分发挥作
用，打破部门、行业和学科间的壁垒，集中资源
和资金投入，形成合力解决国家重要行业、重
大装备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这是羊毅
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打造全过程全要素创新体系
围绕“加强国家实验室体系建设，着力发

展新质生产力”，羊毅提出建议，打造全过程全
要素的创新生态制度体系，围绕产业链部署
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及相关政策
体系，加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创新引领的政
策引导；优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
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在科技创新
中的定位和布局，实现错位发展；建立健全以
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实验室体系，加快建设
跨学科、大协作的协同创新平台，切实把科技
创新与产业创新发展融会贯通起来；加快推
进制造业中试平台建设，为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提供全要素支撑。

羊毅还建议将“忠诚奉献、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勇攀高峰”为价值核心的新时代航空报
国精神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利用宣传
主渠道、采取鲜活生动的传播方式进行宣传与
弘扬，凝聚共识，进一步加快新时代航空强国
建设。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赵文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