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记者来到延庆区上水
沟村流苏茶示范园， 看到一排排
郁郁葱葱的茶树昂首挺立， 该村
第一书记马强戴着草帽与几名茶
农穿梭于墨绿色的茶田中， 娴熟
地采摘着嫩芽。

“我们村科技小院至今已运
行5年， 在乡政府和北京农业职
业学院的协助下， 不断改良流苏
茶种植技术、 优化采茶方式， 今
年流苏茶总产量已达到 600斤 ，
是去年的2倍。” 在马强的记录本
中， 有不少关于流苏茶种植方式
和扩大产量的内容。 在他心中，
帮助乡亲增收致富是首要目标。

今年年初， 马强从北京地铁
运营二分公司苹果园站区来到上
水沟村担任第一书记。 8年的安
全专业副站区长经验， 培养了他
准确的分析判断与冷静的协同处
置能力。

“这个村处于深山之中， 受
当地位置、 土壤与温湿度环境等
因素所限， 很多农作物不适宜大
面积种植， 仅有流苏茶比较适合
当地环境。 对此， 我们村党支部
书记张树合到处寻找合作伙伴，

希望通过科技指导， 让村子拥有
属于自己的支柱产业。 2019年 ，
上水沟村与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开
展 ‘流苏茶优质高效修剪技术’
项目推广， 流苏茶产业化迈出了
关键的第一步。” 马强介绍道。

来到上水沟村的几个月时间

里， 马强一边不断积累种植流苏
茶的知识， 一边协助茶农投入到
培育种植中，在规范化、科学化的
精细管理下， 今年流苏茶产量已
达到历年来最高记录， 村民经济
收入显著提高， 为上水沟村打造
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助推了珍珠

泉乡 “一村一品” 特色农业的发
展。

除了扩大产量， 提升流苏茶
产品影响力也是该村全产业链条
中的关键环节。 马强经常加入到
炒制、 包装等流苏茶精深加工过
程中， “我们不仅大力提升流苏
茶产量， 也不断在降本增效上下
功夫， 以科技帮扶新模式实现流
苏茶全流程融合， 打通科技助农
的 ‘最后一公里’。” 他说。

虽说种茶不是马强的强项，
但防汛可是他的老本行。 上水沟
村地处山区， 地势较为复杂， 雨
季存在山洪、 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的风险。 今年入汛前， 马强便对
周边河道、 排水系统、 防汛物资
等情况进行摸排， 在此基础上制
定出严密的防汛应急预案， 明确
责任分工和应急流程。 此外， 他
还借鉴北京地铁风险排查方法，
梳理出2个村内防汛重点区域 ，
建立风险台账。 同时， 建立24小
时防汛值班制度， 及时掌握汛情
并做出反应。 只要雨势起来， 他
便会穿上雨衣、 雨靴， 到关键点
位查看积水与排水进展， 快速作

出处置。
“站区经常会搞 ‘请进来、

走出去’ 活动， 我将这个特色也
移 植 到 我 们 村 里 。 ” 马 强 说 ，
“现在进入汛期了， 我已经联系
好我们站区党支部， 由支部书记
为村民们讲一堂涉及防汛、 安全
等知识的党课。 同时， 也邀请车
站保洁人员为乡亲们讲解如何做
好制茶车间的日常清洁工作。”

除此之外， 马强还借助当前
最热门的网络平台， 拍摄反映珍
珠泉乡人文、 特产、 风俗等元素
的视频， 以 “第一书记讲故事”
模式 ， 引导更多人知晓珍珠泉
乡， 认识上水沟村。 “网络流量
法” 也让今年前来乡里的游客数
和特产销售量均有所上升。

马强很喜欢宋代蔡襄在 《茶
录》 中提到一句话———“未熟则
沫浮， 过熟则茶沉”， 只有把握
好水沸程度， 才能冲出茶的色、
香、 味。 在他看来， 要想成为合
格的第一书记， 就要像烧好这烹
茶的水， 把好发展脉络， 谋划致
富之路， 创建美丽家园是他追求
的最佳 “火候”。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杨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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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北京艺术博物馆文物保管员
刘远洋长期从事文物保管工作，
先后负责织绣、 书画、 碑拓、 外
国艺术品、 钱币等类别近3万件
文物的保管和保护。 多年来， 她
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和积极的态度
投身文物保护事业， 表现出高度
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高质量完成馆藏文物梳理

作为与文物直接打交道的工
作人员， 刘远洋曾先后参加馆藏
文物清点及建账、 珍贵文物调查
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 第一次
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等对馆藏文
物的系统梳理、 文物基础信息采
集、 整理和核对工作。

在历时两年多的第一次全国
可移动文物普查过程中， 为了高
质量、 高效率地完成任务， 刘远
洋认真学习文物普查规范， 领会
文物普查要求， 根据所负责文物
的实际情况估算工作量， 统筹规
划进度， 制定出阶段性工作计划
并落地实施。

面对普查工作时间紧、 任务
重、 场地环境受限、 人手不足、
设备紧缺等不利因素， 她想方设
法克服困难， 与部门同事分工协
作、 密切配合； 以文物实物为依
据， 逐一对相关数据信息进行耐
心细致地调查、 确认和登记； 配
合核对账目， 增补其中的缺项，
订正账物不符的情况。

在文物取放过程中， 刘远洋
与部门同事严格执行操作规范，
尤其对一些脆化糟朽严重的织
绣、 书画类藏品采取重点防护、

细心操作， 安全完成了2万余件
文物的信息采集工作。 此后， 按
照文物普查系统的要求， 如实填
报各项数据并仔细校录核对， 对
有变动的文物信息及时更新， 对
发现的漏项、 错项认真进行增补
修正， 保证了馆藏文物信息提交
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由于工作表现突出， 刘远洋
被评为 “北京市第一次全国可移
动文物普查先进个人”。

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工作

刘远洋严格遵守库房出入制

度， 认真执行藏品提用、 保护、
修复、 出入库等规定， 积极推进
文物保护工作。

2017年， 北京艺术博物馆开
展 “万寿寺古建修缮工程 ” ， 用
作文物库房的古建也在修缮范
围内 ， 因此需将全部馆藏 文 物
搬迁至其他地点保存 ， 修缮结
束后再迁回原处。 此次搬迁文物
的数量庞大、 种类多样， 涉及包
装 、 运输 、 存储等多个复杂环
节。

作为字织组负责人， 刘远洋
参与了文物整体迁出、 迁回的全
过程。 她与部门同事协作， 完成

近10万件文物的打包装箱、 运输
期间值守和文物的统计核对、 运
输后文物的抽检核查和拆箱上架
等工作。

在搬迁过程中， 刘远洋始终
坚持文物安全第一的原则， 积极
与运输公司配合， 商讨确定适合
文物形态类别的包装及运输方
案； 估算本组文物工作总量， 合
理安排各库房文物的包装搬运次
序； 提前开展部分文物的预包装
工作， 重点针对珍贵及脆弱文物
采取特殊衬垫保护措施； 根据文
物在外存储期间馆内的文物展览
与使用计划， 将相关文物分类提
取、 单独打包， 便于日后提用。
通过科学规划和细致操作， 圆满
完成了文物的安全搬迁任务。

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有织绣
文物3000余件， 由于年代久远以
及纺织品有机质地较为脆弱的特
性， 许多织绣文物存在不同程度
的污迹、 破损、 开线等问题。 刘
远洋担任保管员以来， 在完善馆
藏文物信息体系的过程中， 对照
文物现状， 对织绣藏品的完残、
病害等状况进行整理细化， 积极
推动馆藏纺织品修复工作的开
展。

2022年， 为配合博物馆固定
展览陈设需要， 刘远洋负责组织
进行馆藏清代团龙杂宝织金缎幡
的修复。 她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合作， 全程参与文物修
复工作， 严谨认真地完成病害调
查、 回潮展平、 丝网制作、 拼对
整合、 衬垫缝制等一系列繁杂工
作， 并详细记录各项步骤内容，
修复完成后及时整理归档备案。

经过科学有效的修复， 文物的原
有形貌基本恢复， 文物安全性显
著提高。 此件文物此后作为重要
展品在 “万寿寺历史沿革展” 中
展出， 获得良好的展览效果。

策划展览科学利用文物

在做好文物保管和保护工作
的同时， 刘远洋还着眼于对馆藏
文物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的发
掘， 通过展览的方式使文物得到
科学合理利用， 将 “让文物活起
来” 落到实处。

刘远洋先后策划了 “锦绣天
工———北京艺术博物馆藏清代织
绣 精 品 展 ” “ 美 人 如 花 隔 云
端———中 国 明 清 女 性 生 活 展 ”
“丰繁竞秀———清代服饰文化精
品展” 等多项展览。 其中 “美人
如花隔云端———中国明清女性生
活展” 作为北京艺术博物馆重点
推介展览之一， 曾在颐和园、 葫
芦岛市博物馆等地展出， 受到广
泛好评。

此外， 刘远洋还围绕馆藏文
物积极开展学术科研工作， 主持
完成 《艺术博物馆藏清代龙袍研
究》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明代龙
补研究》 科研项目， 参与 《明代
大藏经丝织裱封研究》 《中国文
物志 （可移动文物篇）》 《北京
艺术博物馆藏明清织绣染色材料
分析及色源探究》 《中国丝绸艺
术大系———北京艺术博物馆卷 》
等多项学术课题的研究和科研成
果编撰工作， 撰写出版专著2部，
在专业期刊上发表织绣相关论文
20余篇。

助茶园结出“致富叶”
延庆区珍珠泉乡上水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马强：

让文物绽放时代光彩
———记北京艺术博物馆文物保管员刘远洋

马强 （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