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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马萧林：

在保护中传承 让文物活起来、潮起来　
立春后的中原大地乍暖

还寒。2月16日早上7点多，

城市的早高峰刚开始，马萧

林就已坐到办公桌前。

“红旗渠 230 公里的管

理渠线上，每天有 200 多人

在巡渠，如果利用科技手段，

只需 30 人就能解决管理问

题，不仅节约成本，还能提高

效率……”红色遗产保护利

用调研一结束，马萧林便默

默算起了“账”。

作为一名有着近 30 年

工作经历的“老文博人”，

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是

坚守幕后的“国宝守护者”。

2018 年，他当选第十三届全

国政协委员，此后每年他都

会提交有关文物安全方面的

提案，推动文物保护和利用

工作。

2021 年 7 月，受暴雨影

响，河南共有 400 多处文物

遗址受到不同程度损伤。

“我国文物资源数量众

多、类型多样、分布广泛”，马

萧林说，虽然文博单位历来

重视防火，但应对极端天气

还存在应急预案不完善、应

急物资储备不足等问题。

通过走访文博单位、与

应急管理专家座谈，2022

年全国政协大会期间，马萧

林提交的《关于提升文物博

物馆单位安全应急管理能

力的提案》，对提升文博单

位应急管理能力提出了系

统性建设意见，引起有关部

门重视。

“文物安全是底线、是红

线、是生命线。”这是马萧林

常说的一句话。

2020 年，在走访河南新

县、兰考县、台前县等地时，

马萧林发现低级别不可移动

革命文物面临保护和管理难

题。“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

文物 3.6 万多处，级别较高

的，通常保护状况较好。相比

之下，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

总量巨大，但在资金政策支

持、人员配备、陈列展示等多

方面保护状况亟待改善。”马

萧林说。

2021 年全国政协大会期

间，马萧林提交了《关于加强

对低级别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的提案》，针对性提

出加大经费投入、革命文物

资源整合打包、多部门协同

保护利用、鼓励社会力量参

与等建议。

马萧林很快收到了来自

国家文物局的政协提案答

复函。2021 年末，国家文物

局印发《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十四五”专项规划》，明确提

出“推动各地加大省级以下

革命文物保护力度”。这份提

案也被评为“全国政协 2021

年度好提案”。

“文物，绝不是静止的

古董，它是活着的历史，既

要保护文物安全，也要让文

物‘下凡’，走入百姓生活。” 

如何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

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

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

都活起来，是马萧林一直思

考的事情。

为了让甲骨文走到公

众视野，马萧林多次到甲

骨文发现地河南安阳实地

调研，并与全国多位研究

甲骨文的专家、学者进行

探讨。2019 年全国政协大

会期间，马萧林提交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对甲骨文宣

传推广的提案》，从加快编

辑出版甲骨文普及读物、

建立宣传推广甲骨文的教

学机制等方面提出针对性

建议。

从 首 创 考 古 盲 盒 掀

起“考古热”，到跨界推出

《唐宫夜宴》让文物活起

来……近年来，马萧林带

领河南博物院不断挖掘内

涵、创新表达，尘封在博物

馆的文物也幻化成鲜活生

动 的 姿 态，动 起 来、活 起

来、潮起来。

“文物本身就属于那个

时代的‘顶流’，通过提取文

物蕴含的历史信息、文化元

素，进行创新表达、科技赋

能，古老文物也能变成生活

密友。”马萧林说，文物只有

走进日常生活，才能真正发

挥它的价值和作用。

作为新一届全国政协委

员，马萧林带着 5 年来的履

职积累，今年将继续关注文

物保护和活化利用工作，并

就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

提交提案。

记者手记
了解到马萧林委员工作

很忙，记者特意提前约访，结
果约了四次才得以成行。第
一次打电话时，马萧林正在
陕西参加文博会议 ；隔天再
约，他已在安阳林州调研红
色遗产保护利用。为接受采
访挤出来的几个小时，也不
断被来访者打断。

在守护文物的路上，马
萧林总是步履不停。就连去
食堂的半路上，他都会拐到
消防站查看消防物资储备
情况。熟悉马萧林的人都知
道，他既是手铲释天书的考
古人，也是博物场馆的“掌门
人”，正是这样的经历，让他
对文物发掘、整理、研究、展
示、保护等文博事业全流程
熟稔在心，念兹在兹。

“守护国宝安全，心系考
古研究，让文物真正活起来，
是我的事业追求。”马萧林用
近 30 年的工作诠释了“热爱
可抵岁月漫长”。

（据新华社）

打农产品幌子开方子
——网络直播间“行医”乱象调查

标着“初级农产品”的药

材，被直播间夸大为能治多种

疾病的“神药”；身着白大褂的

老人，配合着主播在一旁称药、

打包；将医疗词汇拆分重组成

新型营销话术，以躲避违禁词

审查。近期，记者调查发现，一

些养生类账号活跃在网络直

播平台，违反国家规定暗中或

违法“行医”，真假难辨，扰乱市

场秩序，给消费者和患者带来

危害。

暗中开“中药方”功效存疑
记者在某直播平台看到，

主播举着一袋名为“散结汤”的

产品介绍道，“家人们，只要你

身上有囊什么肿、疙里疙瘩，不

管在甲上的、肺上的、前胸的、

后背的、四肢的，通通都可以把

咱们的汤汤喝上，拍2号链接

6大包30次。”

其间有多位网友描述自

己的症状，虽然每个人的情况

不同，但经过主播的“诊断”后，

都推荐了同一款产品。

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后记

者发现，主播提及的“囊什么

肿”等“奇怪”的词汇，实际上都

是医药类术语：囊肿、息肉、结

节、甲状腺、汤药等，之所以这

样说，目的是为了躲避平台的

违禁词审查。

而在该款“散结汤”的详情

页中，中差评达到数百条，有消

费者写道：“喝了一段时间，啥

效果也没有，病情严重的千万

别乱买”“在药房里买同样的东

西，比这里便宜好几倍”……

在另一个数百人的同类

型直播间，主播不断重复着

产品的“万能”功效：额头热

热的、嗓子咳咳的、阿嚏阿嚏

的，全家人都能喝，放心喝，

这款已经卖出 8万多单了。当

记者提问“不需要医生把脉

诊断，就能直接开方子吗”，

随即显示已被对方拉黑并

“踢”出直播间。

当网友在公屏上提问“是

中药配方吗？”主播马上回应

说，虽然写着“初级农产品”，确

实是“中中”配方，但是不能给

你们看，要被封号的。

消费者还发现，在多款热

销中药类产品的评价中，充斥

着不同账号上传的相同评价和

配图；还有部分商家通过添加

患者微信，引导至第三方平台

进行交易，以谋求更多不正当

利益。

监管不足带来多重隐患
当前直播平台“开药方”、

售卖中药材存在多重违规行

为，同时暴露了监管审查方面

的漏洞，不利于中医药市场的

健康发展。

——用“农产品”“食品”等

替换概念蒙混过关。记者调查

发现，此类直播间所售卖中药

产品的营业执照上，大多都有

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

初加工等关键词，以此规避更

为严格的药品类资格审查。

——违规直播卖药，夸大

治疗效果。2022年 6月，国家

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等九部门联合印发《2022年

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

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提出，严

肃查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利用

职务、身份之便直播带货。

——平台监管缺位，资质

把关不严。受访业内人士表示，

一些直播平台规定，禁止发布

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包括国产、

国外药品，但对于商家有意偷

换概念、挂羊头卖狗肉等行为，

平台监管并不严，存在一定的

监管漏洞，导致更多不法商家

和个人有了可乘之机。

需多方合力治理直播“行医”
直播平台监管不到位，商

家打“擦边球”躲避审查，患者

病急乱投医，多种因素导致了

互联网直播间里的“行医”乱

象，其治理也需要多方合力。

山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药品流通监管处相关负责人

表示，根据2022年发布的《药

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药

品网络销售企业应当按照经过

批准的经营方式和经营范围经

营，未取得药品零售资质的，不

得向个人销售药品。

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

院教授耿晔强说，对于食品药

品安全问题，电商类平台应切

实履行监管职责，面对不断变

种的违规行为，审查过程要更

加细致全面，并对涉嫌违反广

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违

法行为跟进查处，营造良好的

网络营商环境。

业内人士建议，国家相关

部门和行业协会要结合网络销

售新形势新特点，更有针对性

地完善监管措施，执法部门要

加强对不法企业及从业人员的

打击力度，提高违法成本，维护

公众身心健康和消费者权益。

山西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

兰贵认为，还要进一步规范医护

人员直播等自媒体行为，引导医

护人员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宣传

相关医学健康知识，对患者和公

众进行健康指导，这既符合大众

的需求，也是医疗工作者价值的

体现。                        （据新华社）
代表委员履职故事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