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人大代表郑喆轩：

向世界讲好中国的考古故事，既要真，也要活

2025年3月5日 星期三
责编杨弘农 版式 易灵 校对张任姣 07

2025年3月，全国两会如约而至。
作为全川唯一一位来自考古文博行业
的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喆轩，带来
了对文博考古行业的关注和建议。

如何让“博物馆热”持续得更久？
如何让中国考古的突破性成果被更多
人了解？在他出发前往北京参会之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了郑喆
轩。他说，在新时代的要求下，考古故
事的讲述“既要真，也要活”。

如何推进考古和文博事业持续发展？

日前，由郑喆轩带队发掘的资阳濛
溪河遗址群进入了2024年度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的初评名单。郑喆轩认为，
考古工作包含了从田野考古到研究、保
护、展示等多方面的内容，但在工作环
境最为艰苦的田野考古阶段，目前还缺
乏一个国家级的奖项，“为了更好地激
励田野考古，也为了更好地发挥考古的
社会作用，所以建议设立一个国家级的

‘田野考古奖’。”郑喆轩说。
而在考古研究方面，郑喆轩认为，

加强各地考古院、所的科研支撑，是新
时代对考古学发展的新要求，也是中国
考古更系统深入地走进大众与走向世
界的必由之路。以四川为例，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在2020年已经确认了科研类
事业单位的资质。2021年，四川省政府
也陆续出台了多项政策扶持考古科
研。从“石破天惊”的稻城皮洛遗址，到

“再醒惊天下”的三星堆遗址，再到如今
正在冲击“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濛溪河

遗址，四川考古佳讯频出，与科研方面
的投入和突破密切相关。基于一线工
作的经验，郑喆轩建议，将有一定科研
实力和基础的各省份考古院、所纳入科
研类事业单位，加强科研方面的管理和
配套支撑。

从“考古热”到“博物馆热”，近年
来，公众对于考古文博行业的热情从未
消减。博物馆门票一票难求、排队购买
文创产品等现象已经司空见惯。2024
年，为了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多家博
物馆采取了延时开放的方式，通过延长
开馆时间和开放夜间服务，应对公众热
情的观展需求。郑喆轩也注意到了这
一变化。“每个博物馆的情况是不一样
的。希望今年能够通过试点的方式，探
索出博物馆延时开放的新方式。”同时，
郑喆轩提到，因为开放时间的延长，博

物馆基本的水电、安保等方面的支出也
会同步增加，而且博物馆从业人员相应
的待遇与管理，同样应该得到重视。

此外，大遗址的保护工作也是郑喆
轩关注的一部分。如何在保护文化遗
产和保障民生之间找到平衡，郑喆轩希
望能够在遗址的系统性保护利用方面
有所突破。

新时代如何讲述考古故事？

自2019年以来，四川的旧石器考古
佳讯频出。旧石器遗址点从全省共计10
余处增加至300余处，覆盖至全省15个
市（州）。2024年，皮洛遗址在年代研究
上的突破，将古人类登上青藏高原的时
间往前追溯至距今20万余年；内江红岩
洞发现四川有史以来第一个有明确年
代的古人类化石；自贡、内江等多个城市

的历史证据从汉代推至距今上万年。
最让郑喆轩心潮澎湃的，还是濛溪

河遗址群的发现。截至今年2月底，这
个全新的文化类型遗址群，已经拥有了
近百个遗址点位。近10万至5万年前的
濛溪河遗址群，清楚地展现出了中国南
方早期现代人出现与发展阶段的栖居
形态特点，填补了东亚现代人起源演化
关键阶段的空白。

如此多的考古成果，如何转述给公
众，让他们能够听得懂？又如何讲给世界
听，让中国考古新成果走出去？郑喆轩认
为，“既要真，也要活”。“真”指的是注重
专业、严谨和科学，通过在国内外专业期
刊上发表论文、举办或参与国际学术会议
等方式，向世界展示考古上的重大突破。
而“活”指的是在保证严谨科学的基础上，
面向大众进行更加开放的宣传科普。

在公众考古这一方面，濛溪河遗址
已经在2024年踏出了突破性的一步：在
遗址现场搭建陈列室。郑喆轩称其为
微型“博物馆”。2025年，在保护遗址的
前提下，这个微型“博物馆”或将对公众
进行预约制开放。

继续加深对濛溪河遗址、皮洛遗
址、桃花河遗址等点位的研究，丰富历
史文化内涵；通过调查研究将四川历史
进一步往前延伸；对遗址群落进行系统
性研究；加强国际交流与宣传……2025
年，对于郑喆轩和他所在的四川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来说，注
定又是忙碌的一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郑喆轩在资阳濛溪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受访者供图

他是农民工出身的“劳模”，一个普
普通通的共产党员，更是一名传递农民
声音的全国人大代表。他就是连续两届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59岁的四川通旺农
牧集团有限公司机修班班长李树林。
连日来，李树林忙着到乡村、企业调研，
倾听基层群众的心声，“我希望通过自
己的调研，掌握农民最关心的问题，把
他们的声音带到北京。”

优秀农民工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李树林是南充市营山县老林镇猫
顶村人。高中毕业后，他跟着师傅学钟
表维修，后来到广东一家钟表厂务工。
1997年，他回到家乡，在营山县通旺科
技饲料有限公司当起了搬运工。空闲
时，李树林喜欢跟着机修师傅跑前忙
后，于是和机修结缘。后来他被调到机
修班，先后取得了电工资格证、焊工证、
锅炉操作证等证书。2004年，他被任命
为机修班班长。

李树林扎根本职岗位，刻苦钻研，为
企业攻克了一项又一项技术难题。利用
废旧部件改造制粒机，延长制粒机使用
寿命；成功改造制粒冷却烘干系统，解决
了饲料发霉问题；用传统链条加皮带的
方式提升货物，破解了提升设备连接线
经常短路烧坏电机的问题；参与研发生
物发酵饲料，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荣誉是对辛勤付出的最好回报。
李树林先后获得“四川省五一劳动奖
章”“四川省劳动模范”“四川省优秀共
产党员”“全国优秀农民工”等多项荣

誉。2017年，他被推选为四川省第十一
次党代会代表；2018年，当选为第十三
届全国人大代表。

2019年9月，“李树林名匠工作室”
成立，李树林带领其他7名工作室成员
进行技术攻关，实施技术改造，解决了
一大批生产技术难题。“工匠需要追求
极致、不断创新。当人大代表，也要将
工匠精神融入履职工作，做到脚踏实
地、精益求精。”他说。

24份建议聚焦“三农”

李树林表示，“我是人民群众的代
言人，要把基层的声音带到会上去。”他
给自己安排了很多功课，经常利用空闲
时间“充电”，学习内容从法律法规到政
策文件，从时政新闻到民生大事。李树
林经常调研相关职能部门，深入农村、

企业，与群众面对面交流。
李树林所提建议很接地气，2020年

12月，他列席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为《乡村振兴促进法（草
案）》建言献策，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
厅编印的简报以近两页的篇幅予以刊
发。2023年，李树林当选第十四届全国
人大代表，他说：“连续两届当选全国人
大代表，我感到很自豪，更感受到肩上
沉甸甸的责任。”

截至2024年，李树林共提交了24
份建议，涉及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农
民增收、农村养老、农民婚嫁等方方面
面，这些建议得到了相关部门的积极
回应。

传递更多带泥土气息的民声

“各位老乡，我是一名全国人大代

表，也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民。我想听
听大家关于缩小城乡差距的建议，以及
农民养老、就医等方面的诉求，以便我
完善相关建议……”2月26日，李树林来
到营山县小桥镇龙岩村、子槽村的农家
院落、田间地头，与群众深入交流，一边
耐心倾听，一边认真做记录。

“要想提出一份高质量的建议，平
时就要多了解、多调研，然后梳理归纳，
将最能反映基层实际的第一手资料带
到会上去。”李树林说，“我对农村既熟
悉又热爱，作为人大代表，就该传递更
多带泥土气息的民声。”

李树林在营山县8个乡镇开展生育
政策宣讲会时，将政策文件翻译成“彩
礼能协商”“带娃有补贴”等通俗易懂的
大白话。他钻进婚介所当“月老”，在婚
介所促成多对青年签订“低彩礼”婚约，
让“结婚证不能变成欠条”成了当地新
风俗。他还拄着拐杖蒙着双眼，受邀参
与营山县公园无障碍改造，提出高质量
的改造建议。

2025年全国两会，李树林携《关于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别的建
议》赴京参会，建议缩小农村在基础设
施、医疗和养老方面与城市的差距。

谈起8年的履职经历，李树林用“收
获满满”四个字作了总结，“关注民生、
体察民情、反映民意，才对得起人民群
众沉甸甸的信任。我将传递更多带泥
土气息的民声，同时尽己所能为社会更
和谐美好贡献一份力量。”
彭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苏定伟

李树林（中）在田野调研。彭杰 摄

代表在这里

全国人大代表李树林：

我是农民工，要传递更多带泥土气息的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