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底挂牌成立的北京故宫文物医院， 目前拥有 23 个分析检测室、 16 个文物修复工作室， 现有 161 位文

物医生。 图为文物医生在修复木器文物。               图/视觉中国

ｗww．whb．ｃｎ

２０19 年 3 月 4 日 星期一

3责任编辑/徐德祥

■本报特派记者 周渊

■本报特派记者 王嘉旖

■本报特派记者 邵珍
顾一琼 祝越

紧扣四大战略支撑 探讨上海未来发展
上海代表团全国人大代表与网友互动

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 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

制 、 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

略———三项新的重大任务连同把进口博

览会越办越好， 共同构成了上海在更高

起点、 更高层次上推进改革开放的四大

战略支撑。今天下午，上海代表团全国人

大代表在驻地与网友互动交流，殷一璀、

刘晓云、陈靖、陈晶莹、张兆安、樊芸、章

伟民代表紧扣四大战略支撑， 与网友共

同探讨如何“创造上海发展新传奇”。

为推进自贸区建设提供
法治支撑

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是新一

轮对外开放的重大平台， 意味着制度的

创新、功能的重塑。 今年，上海市人大常

委会将聚焦三项新的重大任务，重调研、

重修法、重促进。特别是要修改自贸试验

区条例，全面梳理总结改革试点经验，以

制度创新为核心，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努

力为建设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

的特殊经济功能区提供法治支撑。

“上海自贸试验区增设新片区绝非

简单物理意义上的空间扩大。”全国人大

代表陈晶莹认为， 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

区不仅要秉承以往制度创新的传统优

势，而且要为这种转变提供更多、更高质

量的制度创新成果。 她建议建立以吸引

跨国公司总部， 或者是跨国公司总部的重

大项目在上海落地为核心的制度支持平

台；对标最高，探索构建适合发展中国家的

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并加以实践；加强深

化服务业开放的制度建设和政策设计，聚

焦医疗、教育等领域，率先深化扩大开放。

科创板创新，关键在技术原创性

围绕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 代表

们也有话要说。 樊芸代表认为， 科创板的

创新关键是制度设计， 要更多地考虑引导

科创企业关注技术的原创性， 真正推动高

新技术引领发展。 高新技术有了金融的支

撑才能做大做强、 不断创新。

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顺利实

施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刘晓云代表表示， 上海法院将密切

关注科创板上市、 试点注册制进程， 充分

发挥金融审判专业化优势， 积极回应司法

需求； 提前研究潜在的法律纠纷， 加强与

证券监管机关、 上海证券交易所等部门沟

通交流， 深入研究相关法律问题， 提前做

好司法应对工作。 针对涉科创板新类型纠

纷案件 ， 上海法院将建立专业化审判团

队、 专家辅助等审判机制， 提升审判专业

化水平， 确保案件的审判质量、 效率与司

法公信力。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要
“同”更要“通”

全力实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

展国家战略 ， 合力推进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建设 ， 是代表们热议

的话题。

陈靖代表介绍， 去年， 长三角区

域三省一市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就 “太

湖流域水环境治理” 主题展开联合视

察调研活动。 这是长三角区域全国人

大代表首次进行联合视察， 形成了长

三角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的合力。

今年全国两会， 他准备提交的建议中

也包括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强对

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这一国家战

略， 特别是示范区建设等提供立法授

权和法制保障的内容。

张兆安代表提出， 要抓紧研究、

探索实施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 推进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 不仅

要在践行新发展理念、 深化改革、 扩

大开放等方面做好示范， 同时也要在

促进区域协同发展中突破行政壁垒，

强化区域环境保护联动等方面起到示

范引领作用。 实现长三角更高质量一

体化发展 ， 要 “同 ” 更要 “通 ” ，

“断头路慢慢接通了， 跨省界的公交

车也开通了———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的不断深入推进， 老百姓的获得感

也一定会越来越强！”

把进口博览会作为制
度创新“试验田”

去年，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成功举办， 赢得国内外高度赞誉。 在

回答网友就进博会如何越办越好的提

问时， 章伟民代表建议把进博会作为

制度创新的一块 “试验田”。

全国两会前， 他去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局进行调研后提出， 进博会不仅

要成为 “市场需求的风向标”， 也要

成为 “制度创新的试验田”， 要把举

办进博会时的一些好经验、 创新举措

固化下来， 并在今后持续深化创新。

（本报北京 3 月 3 日专电）

昨天下午， 在结束了围绕 “创造上海发展新传奇” 主题与网友在线交流

后， 上海代表团几位代表仍意犹未尽。 图为全国人大代表樊芸、 陈晶莹、 张

兆安、 章伟民 （从左至右） 聚在一起继续热议话题。

 本报特派记者 袁婧摄影报道

600岁故宫将联手高校建“文物医学院”
故宫文物医院院长宋纪蓉委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解码“文博热”

对于被故宫大 IP、 “国家宝藏”

等吸引到 “文博热” 中的人们来说，

如何在故宫修文物 、 博物馆面临怎

样的 “成长期烦恼 ” 等问题 ， 都是

他们关注并希望得到解答的 。 两会

首日下午 ， 故宫文物医院院长宋纪

蓉委员 、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等

自带流量的 “大咖 ” 就走到聚光灯

下， 为大众解码了一番 “文博热”。

故宫文物医院院长宋纪蓉
委员———

故宫有 161位文物医
生，但更多中国文物正等待
救援

即将迎来 600 岁大寿的故宫 ，

刚刚经历了 “紫禁城里过大年 ” 和

“紫禁城上元之夜” 等火爆的文化活

动 。 其实 ， 就在现代生活被传统文

化染上 “古早味 ” 的同时 ， 超级大

IP 故宫依然坚守着文物保护的 “初

心” ———3 日亮相 “委员通道” 的全

国政协委员 、 故宫文物医院院长宋

纪蓉为大家带来了最鲜活的信息 ：

故宫博物院将携手高校合作建立我

国第一所文物医学院。

故宫已经拥有世界上第一所文

物医院。 宋纪蓉说 ， 2016 年底挂牌

成立的文物医院目前拥有 23 个分析

检测室、 16 个文物修复工作室 ， 现

有 161 位文物医生 。 进入文物医院

“看病 ” 的文物需要经过这样的流

程： 建立 “病例” 即文物修复档案，

而后用文物 CT 机等高科技仪器对其

进行分析检测 ， 文物医生据此制定

出最小干预的文物保护方案 ， 具体

治疗可能是小修小补的保守疗法 ，

也可能是 “动大手术”。 经过这一番

诊疗和文物医生的妙手 ， 它们才能

够更好地展示在观众面前。

“但是 ， 中国还有许多文物处

在自生自灭的状态。 为了抢救、保护

珍贵文化遗产，我们需要更多的文物

医院和更多的文物医生。 ”宋纪蓉的

担忧溢于言表。 她透露，下一步故宫

将与一些高校合作 ， 建立文物医学

院，培养更多实用型文物医生。

从医院到医学院， 一字之差，却

意味着代表国内文物修复最高水准

的故宫文物医院将不再是 “独一份 ”

———更多人才 、技术等 “源头活水 ”

将注入其中，文物保护的半径将不断

扩大。

“我想，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

的文化遗产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这

也是我们的心愿。 ”宋纪蓉满怀期待。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

春节七天1.6亿人次走
进博物馆，但“成长期烦恼”

有待化解

“热” 起来的并不仅仅是故宫。

实际上 ， “文博热 ” 近年来正不断

蔓延 ， 去博物馆成为了新的流行风

尚。 3 日亮相 “部长通道” 的国家文

物局局长刘玉珠也为大家深入解读

了这一 “潮流密码”。

刘玉珠坦言 ， 现在博物馆正面

临 “成长期烦恼”： 一方面是社会需

求大 。 统计显示 ， 最近三年每年进

入博物馆参观的人数增量都在 1 亿

人次左右 ， 今年春节期间 ， 全国七

天里迎来 4.15 亿旅游人次 ， 其中有

40%以上走进了博物馆 ； 另一方面

是博物馆自身发展迅猛 。 目前全

国各级政府备案的博物馆数量已

经达到 5136 家 ， 且每年新增 180

家左右。

刘玉珠说 ： “从数字中可以窥

见人们对博物馆的厚爱 ， 但面对人

们多元化 、 高品质的文化需求 ， 博

物馆所能提供的服务远远不能满足

社会需求 。 在这方面 ， 我们还有很

多工作要做， 很多路要走。”

刘玉珠也表达了对博物馆影响

力的期待 ： 博物馆是文化遗产类机

构 ， 必须坚守文物保护这一工作重

心 ； 博物馆同时也是公共文化教育

和服务的机构， 不同于一般的庙会、

集市 ， 也非娱乐场所 ， 应该是高尚

社会风气展示和引导之地。

他还公布了今年文博工作的重

点和他的履职方向———紧扣博物馆

职能定位 ， 尤其是围绕着博物馆的

短板和难点 ， 下大力气解决瓶颈问

题 。 他说 ： “我们争取在今年和有

关部门一起出台关于推进博物馆改

革发展的实施意见 ， 以满足参观者

对博物馆的新需求。”

（本报北京 3 月 3 日专电）

做好“三园”文章创造更美好生活
沈彪代表履职一年来，聚焦农村村民的期待需求

在嘉定区马陆镇北管村工作了

30 多年的村支书沈彪 ， 去年有了一

个新身份———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他带着村民们的期待和沉甸甸的责任

赴京履职。 虽然身处北京， 但沈彪仍

然三句话不离千里之外的北管村。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他这样

说道：“每一个发展阶段， 村民对生活

的追求都不一样。作为村干部，我们要

适时调整思路， 直接瞄准村民的期待

和需求， 去努力建设宜居村庄和高质

量发展的村级经济，让村民满意。 ”

沈彪的发言掷地有声， 而北管村

这一年来也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大变

模样 。 他用 “宜居家园 ” “生态公

园” “产业兴园” 三个关键词形容过

去一年北管村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在政府部门和相关政策的大力支

持下， 北管村村民终于建起了各家的

新房。 上海郊区的农村房屋大多建于

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 北管村

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些房屋房龄较高、

结构不稳， 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此

前，由于村庄建设规划迟迟没能出台，

村民无法及时改善居住条件。 城市发

展的脚步渐渐加快， 但村民们依旧忧

心于住房问题。沈彪看在眼里，急在心

头。去年，沈彪将村民们的呼声带到了

北京；如今，他们等来了规划的出台。

沈彪也将眼光投向生态和产业。 他

用 “突飞猛进” 形容北管村一年来的生

态变化。 看着村子里的生态公园一点点

建设起来， 沈彪的脸上难掩兴奋。 生态

升级与业态升级相伴相生———曾经被工

厂环绕的北管村迎来了以电商为代表的

现代服务业， 不但为村里带来更多经济

收益， 而且有助于减少环境污染。

谈及此次在全国两会上递交的建

议，沈彪说：“我是一名来自农村的代表，

眼睛里都是村民的事儿。”他依旧践行着

为村民“代言”的职责，继续呼吁支持乡

村振兴战略， 努力为村民创造更美好的

生活。 （本报北京 3 月 3 日专电）

推动长三角养老政策早日“通关”

黄绮委员的提案始终关注民生痛点

全国政协委员黄绮， 身兼上海外

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兼职律师、

上海市妇联挂职副主席等多个职务。

在参政议政平台上， 她以女性特有的

细腻眼光聚焦细微处和小切口， 寻找

民生 “痛点” 的解决之道。

今年， 黄绮带着与养老服务相关

的数份提案来到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

会议现场， 包括促进长三角养老服务

业融合发展尽早 “通关”、 构建和完

善针对孤老等群体的意定监护制度体

系、 进一步推进和完善长三角医保异

地结算。 此外， 还有她所处的法律行

业如何重视 “一带一路” 复合型法律

人才培养和使用的提案。

黄绮将自己的履职理念概括为

“调研做得仔细、 提案写得认真、 反

映问题充分”。

去年全国两会上， 黄绮提出为婴

幼儿托育机构划定 “法律红线” 的建

议曾在会场内外引发广泛共鸣。 她通

过大量走访调研， 梳理当前托育服务

业面临的突出矛盾， 并提供了诸多可

行建议。 她还呼吁完善以家庭为单位

的公共政策制定， 比如实施兼顾家庭

负担的税收减免政策和其他补贴政

策、 设立 3 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机制

等， 这些建议均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

的积极回应。

今年 ， 关注点从 “小 ” 变成

“老”， 黄绮依然做足了功课。 她通过多

次走访调研梳理出长三角区域内养老服

务业的短板和瓶颈 ， 包括缺乏行业标

准、 信息共享和交流不足、 服务对接不

够等。 对此， 黄绮建议， 在长三角地区

建设一个开放的养老服务市场， 促进社

会资本、 劳动力、 技术等生产要素有序

自由流动， 并推动信用体系互认、 服务

和数据共建共享， 促进长三角区域内异

地居住的老年人养老政策早日 “通关”，

为老年人自主选择合适的养老服务地点

和服务方式提供便利和保障。

（本报北京 3 月 3 日专电）

■本报特派记者 周渊

沈彪代表。 本报特派记者 袁婧摄

黄绮委员。 本报特派记者 叶辰亮摄

■从医院到医学院，一字之差，却意味着代
表国内文物修复最高水准的故宫文物医院将不
再是“独一份”———更多人才、技术等“源头活
水”将注入其中，文物保护的半径将不断扩大

■ “文博热” 近年来正不断蔓延， 去博物
馆成为了新的流行风尚， 但现在博物馆也正
面临 “成长期烦恼”： 一方面是社会需求大，

另一方面是博物馆自身发展迅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