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里的文物建筑具
有鲜明的历史特色，是高校
悠久办学历史和文化传承的
物质载体，彰显着大学的独特
气质，具有重要的教育和文化
传承功能。并且它们具有原
真性和不可复制性，有极高的
文物价值。”卢克平说，以位于
古都开封的河南大学为例，堪
称中国最“贵”的大学。其校
园拥有三处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校园北侧的千古铁塔
（第一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校园东侧的开封城墙（第四批
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河南留
学欧美预备学校旧址（第六批
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其中仅
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旧址，
就拥有16座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此外，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
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等
清代和近现代建筑多已入选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但是因保护修缮资金不
足、消防及避雷等安保措施不
到位等原因，高校文物建筑保
护存在保护难度大、安全隐患
多等突出问题，保护现状令人
担忧，亟须引起国家有关部门
的特别重视。”卢克平说，高校
文物建筑多为砖木结构，大多
面临老化、腐蚀、潮湿等严重
问题，有些问题至今没有根本
解决措施，处于治标不治本的
状态，文物建筑正在形成不可
逆的损毁。有些建筑文物已
有上百年的历史，受当时条件
所限，建造时没有设计安装消
防、避雷等基本安保设施；有

些由于历史原因有违规改造
现象，且缺乏承载力、空气质
量等方面的科学论证，安全问
题更为严重。此外，高校文物
保护工作还面临资金使用难
问题。专项文物保护资金具
有时限性，而资金的审批使用
程序多、难度大，加之缺乏文
物修复、施工的专门定价标
准，只能套用现代建筑维修施
工标准进行招标，故往往无
人应标，导致有资金却难以
使用，甚至不能用的怪现象。

“建议进一步加强高校
文物保护。”卢克平建议，国
家有关部委设立工作组和研
究课题，加大研究力度，攻克
保护和维修中的难关，彻底
解决高校文物保护的难题。
同时，责成有关部门对高校

文物建筑进行安全评估，针
对文物建筑的不同情况，对
其实用功能进行分类限定，
适合办公则做办公场所，适
合教学则做教室，适合展览
则做展览馆，杜绝过度使用
或不使用的极端做法。

在资金使用方面，卢克
平认为，应该发挥资金效能，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确立高
校文物保护资金的使用时
限、范围、程序及开支标准，
改进甚至打破一些不合理的
条条框框，确保文物保护资
金发挥实效。建议国家对高
校文物保护列支单独预算，
充分保证高校文物单位的维
护和维修费用，切实发挥高
校文物应有的教育和文化传
承功能。

全国人大代表卢克平：

发挥资金效能 解决高校文物保护难题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大
学党委书记卢克平注意
到，高校文物建筑正在形
成不可逆的损坏风险，保
护现状令人担忧，他呼吁
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高
校文物保护。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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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立表示，随着郑州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的不断深入，
当前及今后一个较长时期，郑
州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将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
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将更加
强烈。他建议，中央支持郑州
加快发展高等教育，这主要包
括三个方面，即支持郑州积极
引进国内外优质高等教育资
源、支持国内外一流大学与驻
郑高校积极开展项目合作和
支持驻郑高校申报建设重大
项目。

他介绍，目前，优质高等
教育资源的形成，单靠高校在
地方政府支持下按照自然规
律慢慢成长，已经远远不能满
足城市发展对人才的急切需
求，而通过引进国内外知名高
校快速实现优质高等教育资

源积累就成为一个可供选择
的路径。2017年初，国家发
改委在《关于支持郑州建设国
家中心城市的指导意见》中，
明确提出要支持郑州“引进国
内外高水平大学和国家级科
研院所设立分支机构，建设全
国重要科教中心。”利用教育
部和河南省业已实现的部省
共商机制，加强沟通协调，大
力支持河南、支持郑州引进国
内外优质高校。

“建议在引进国内外一流
高校开展合作办学的同时，大
力支持驻郑高校，依托优势学
科和特色专业，积极开展学历
教育项目合作，进一步提升驻
郑高校学科专业建设能力和
人才培养能力，提升国际化水
平。”王中立说，在支持驻郑高
校申报建设重大项目方面，一

是建议支持驻郑高校积极申
建“六卓越一拔尖”计划项
目。二是支持驻郑高校积极
参与“双万计划”，支持推动驻
郑高校专业、课程建设水平迈
上新台阶。三是给予河南、郑
州高校在实施中西部高等教
育振兴计划项目倾斜支持。
四是支持驻郑职业院校参与

“特高计划”，示范引领一大批
高水平职业院校和高水平专
业群集中呈现，极大增强职业
教育吸引力，为郑州市产业结
构升级换代提供大量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支撑。

王中立还建议，中央财政
支付的一万亿教育经费拿出
一定份额专项用于乡村教师
周转房建设。

王中立说，农村教育是中
国教育的重要阵地，城镇化越

是加快，农村教育越要加
强。要进一步吸引优秀人才
到农村学校任教，逐步形成

“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
局面，把农村教育办成“在农
村”“富农村”“为农民”的教
育，实现农村教育全面振兴。

他建议乡镇供地、县级建
设，把周转房建在乡镇上；配
备必要的生活设施，包括电
脑，实现网络宽带连通；最好
是由单独的物业管理或是专
人管理楼院，以解决老师的后
顾之忧；中央建立城乡义务教
育发展专项基金，基金必须用
于乡村教育或边远艰苦的农
村地区，要统筹解决教师待
遇、办学条件、教学设备更新
等，支持互联网＋教育，让农
村学生共享名师教学资源；省
市财政配套资金予以奖补。

▶7日，全国人大代表、
郑州市教育局局长王中
立在河南代表团全体会
议上表示，随着郑州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的不断
深入，建议中央支持郑
州加快发展高等教育。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高冬丽/文 沈翔李新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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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王中立：

建议支持郑州引进国内外优质高教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
工作者要用心，用情，用功，抒
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
民。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如
何践行？金不换说，2019年，
他们新创作了现代题材的豫
剧《新七品芝麻官》。剧目取
材于鹤壁市淇县大石岩村党
支部书记徐光。他是一位师
级退休军人，全然不顾心脏安
装了四个支架，回到村里当支
书第一天就发誓，一定要把荒
山变宝山，把山区变成景区，把
穷路变成富路。两年多时间，
他以基层党建引领脱贫攻坚，
将党旗插遍了周边13个山顶，
树起了全体村民的精神高地和
信仰标杆。大石岩村也脱贫致
富，村民不出家门就能挣上钱，

乡村旅游搞得火爆。
“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讴

歌共产党的伟大业绩、讴歌伟
大人民的创举搬上舞台，拍成
电影，为传递正能量做出贡
献。”金不换说。

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把
“送戏下乡”作为一项重要的
惠民工程，优选基层剧团等演
出团体，奔赴城乡一线，开展
巡回演出，受到百姓的热烈欢
迎。“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投
资建设的乡村舞台却出现了
闲置现象，有的竟然成了垃圾
场。究其原因，一是政府购买
力不强，送戏下乡活动不能辐
射到每个村庄；另外，部分农
村文化工作不够扎实深入，导
致群众文化生活贫乏，赌博、

酗酒等不和谐现象频发，不断
扰乱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

为此，金不换建议，应该
加强政府购买基层院团的演
出场次，保证让每一个有舞台
的村庄，每年演一场大戏，保
证群众看戏权利，填补农村文
化空白。其次，要让优秀剧目
占领农村文化舞台，引导农民
更好地树立良好的思想道
德，培养健康向上的社会心
态，促进农村和谐发展。

河南是“戏曲之乡”，然
而，由于经济社会的急速变
化，曾经有一段时间，戏曲面
临着严峻的传承和生存的危
机。“危机”的关键标志就在于
城市青年、特别是知识青年观
众群几乎整体性地流失。 如

今，河南省开展“戏曲进校园”
工作已经4年有余，在18个
地市全面铺开也有2年多时
间，成效显著。对于今后的

“戏曲进校园”工作，金不换建
议，必须提出一个原则，那就
是“少而精”、“宁缺毋滥”。

“要研究青少年学生的兴
趣和需求，精心挑选优秀剧
目，逐步形成可持续运作的良
性循环。对观念陈腐、节奏迟
缓、视角元素贫乏、没有经过
成功改编提高的传统剧目，不
向校园盲目推介。因为青年
观众对戏曲的兴趣还处在培
养形成阶段，非常脆弱，一场
糟糕的演出，可能就败坏了年
轻人的胃口，使其从此远离戏
曲。”

全国人大代表金不换：

要让有舞台的村庄每年都能看大戏

▶3月7日，全国人大代
表金不换建议，政府应
该加强购买基层院团演
出的场次，保证让每一
个有舞台的村庄每年演
一场大戏，填补农村文
化空白。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梁新慧/文 沈翔李新华/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