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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娃走上发明路

对于从小生活在农村的张书祥来

说，跟着父母干农活是“必修课”。

“那时候农业机械很少，绝大部分

农活要靠人工完成。最难的是给玉米脱

粒，得用手搓，两个手掌心的皮肤都搓

破了。”

“如果能有更多农业机械帮忙，乡

亲们就轻松多了。”那时，张书祥就想

象着自己能够研制农机具，改变农民的

劳作状态。

1994 年，张书祥在玛纳斯县开了

一家农机修理店。农机修理需要锻打设

备，张书祥买不起空气锤，就设计制作

了一台皮带锤作为替代品。之后，他开

始生产拖拉机拖斗及悬挂链条、中耕施

肥机等产品，受到了市场欢迎。

但很快，他发现自己的畅销产品拖

拉机悬挂链子在河北等地出现了大量仿

品，而且销量很高。于是，张书祥开始

有了专利保护意识，渐渐走上了发明之

路。

2004 年，张书祥公司生产的中耕

施肥机在农机加工销售市场形成了一定

规模。中耕施肥机等虽然是抢手货，但

技术含量偏低，张书祥又开始琢磨技术

含金量高的新产品。联想到小时候搓玉

米的经历，再看当时市场上使用的玉米

脱粒机只能简单脱粒，需要人工除杂、

筛选，费时费力，张书祥决定在单一功

能的玉米脱粒机基础上，增加风选、除

杂、筛选、装袋等功能。

多功能玉米脱粒机研制成功，张书

祥获得了第一个国家发明专利。

相比之下，张书祥研发棉花精量铺

膜播种机的道路要曲折得多。

2005 年，张书祥研发的第一代棉

花精量铺膜播种机产品有缺陷，农户不

满意，产品成了废品，张书祥赔了 50

多万元。面对挫折，张书祥没有气馁，

重新建立了研发团队，潜心研制新一代

产品。

每到春播季节，张书祥就带领技术

人员来到田间地头反复试验，不断优化

产品性能。靠着不服输的劲头，他攻克

了一个个技术难关，成功研制出棉花精

量铺膜播种机，获得 20 多项国家专利。

2010 年 12 月，张书祥成立了玛纳

斯县祥和农机有限责任公司，陆续研发

出十多种农业机械产品。

“如果没有新产品，光靠老产品，

生存都困难。”2015 年，张书祥进一步

加大研发投入，与各大农业院校和科研

机构合作，引进先进技术与人才，力求

让企业在农机创新领域更上一层楼，为

广大农民带来更多丰收的希望与喜悦。

在持续创新研发新一代自由调节精

量铺膜播种机的同时，张书祥了解到阿

克苏、和田、喀什等地大力发展林果

业，农村急需红枣采收机，便实地考察

枣农需求，开启了新一轮的研发。2018

年，新研发的自走式红枣捡拾机在阿克

苏、和田、喀什等地推广使用，3 分钟

便可捡拾一筐红枣，每日捡拾量可达

10 余吨，深受枣农好评。

目前，张书祥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和

实用新型专利 65 项，产品的精度、稳

定性、可靠性位居全疆同类产品行业领

先地位，已成为新疆农业机械品牌，产

品遍布天山南北，并远销东北、内蒙

古、陕西、甘肃、宁夏等地。

在探索创新的道路上，张书祥没有

停下脚步。每年，他都要对产品进行升

级、优化。2023 年，张书祥被昌吉州

评为“农机制造技能大师”。他感慨地

说 ：“ 我 本 就 是 一 个 地 地 道 道 的 农 家

娃，由于致力于农机发明，组织给予了

我诸多荣誉。”

乐做“三农”贴心人

2020 年，玛纳斯县种植的万亩籽

用葫芦迎来了丰收季。农户正为采收犯

愁时，张书祥研发出的大型智能葫芦取

籽机派上了用场，这种机械拾瓜、打

碎、取籽一气呵成，瞬间将葫芦皮、葫

芦瓤、葫芦籽有序分离，解了农民的燃

眉之急。

作为玛纳斯县农机装备产业的专业

人才，张书祥长期扎根农业生产一线，

对各类农机具如数家珍。他洞悉先进农

机设备对农业发展的深远意义，始终全

力推广优质高效的农机产品。多年来，

张书祥一直随身带着一本小册子，上面

记满了农民对产品的需求，以及他脑子

里突然冒出来的想法。这是他发明创造

的灵感，也是他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心

系民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张书祥时常思索如何高效参政议

政，不负民众期望，切实履行委员职

责，成为一名称职的政协委员。为此，

他深入田间地头，悉心倾听农民心声与

诉求，将其转化为极具价值的提案。他

聚焦农业机械化的普及推广，积极呼吁

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度，助力更多农民

运用先进农机设备，提升农业生产效

率。

2023 年以来，玛纳斯县政协大力

推进基层委员工作室建设，将其作为服

务中心、履职为民、帮办实事的关键举

措，在全县范围内设立 11 个委员工作

室，张书祥的农机装备产业委员工作室

名列其中。

借助委员工作室平台，张书祥联合

农业界委员围绕玛纳斯县农业机械化与

农民增产增收，展开多次调研，提出诸

多良策，为乡村振兴注入力量，推动委

员们在协商中凝聚智慧，共促农机装备

产业发展。同时，他还经常组织农机培

训活动，亲授农民农机操作与维护知

识，提升农民技能水平；农忙时节，组

织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抢修农机具，传

递温暖关怀。今年，玛纳斯县中等职业

技术学校在张书祥的委员工作室建立了

农机产业人才实训基地，一批又一批学

生在这里通过实践操作，显著提升了专

业技能。

脚下泥土厚重，心中真情深沉。张

书祥以实际行动彰显政协委员的担当与

责任，诠释对农机事业的热爱。

这几天，张书祥正在撰写政协提

案，准备在即将召开的县政协十五届五

次会议上为提升农机装备的国产化和自

主化水平、助力乡村振兴发声。“结合

‘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在

现代农机装备上的应用，我们正在研发

具有信息获取、智能决策和精准作业能

力的新一代农机装备。”

面对未来，张书祥信心满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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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昌 吉 回 族

自治州玛纳斯县政协委员，玛纳

斯 县 祥 和 农 机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经

理。张书祥被昌吉州评为“农机

制 造 技 能 大 师 ”， 获 65 项 国 家 发

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

韩子勇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 中 国 文 联 委

员 ， 中 国 作 协 委

员，国家文化公园

专家咨询委员会总

协调人，中国艺术

研究院原院长、研

究员。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

每当这激昂的旋律响起，我心中便涌起对祖国山

河的无限热爱与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深深敬意。这

些壮丽的山河意象，不仅是大自然赋予华夏大地

的瑰宝，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象征，承

载着厚重的民族魂。

长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是中国古代

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体现了中华民族坚

韧不拔、勇于抗争的精神。

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滋养了广袤

的华北平原，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黄河的奔

腾不息，象征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勇往直前的

精神。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中华民族的壮丽山

河，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情感。这些优

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与智

慧宝库，是民族魂的具体体现。它们蕴含着丰富

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审美情趣与哲学思想，

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简单的复古与

守旧，而是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与发展，将传

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利用互联网、数字化

技术等手段，拓展传统文化的传播渠道与表现形

式 ， 让 传 统 文 化 在 新 时 代 焕 发 出 新 的 活 力 。 例

如，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让人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历

史文化场景，利用短视频平台传播传统技艺与民

俗文化……

让我们怀着敬畏之心与使命感，守护“长江长

城，黄山黄河”所代表的民族文化瑰宝，传承民族

魂，让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

代 绽 放 出 更 加 绚 烂 的 光

彩，为人类文明的进

步与发展贡献中国力

量，铸就人类文明的

华光。

民族之魂永传颂
本报记者 高志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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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子 勇 在 司 马

台长城上介绍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情况。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和韩子勇委员聊天总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厚重的中华历史文化娓娓道来，丰盈内心，滋养

灵魂。

有幸结识韩委员，是在全国政协组织的一次调

研中。韩子勇祖籍河南，在新疆生活 50 年。我们的

话题就从新疆的故事开始。

把新疆的故事说给你听

韩子勇是作家，也是学者，文学评论家。广袤的

大漠、无边的戈壁、寂寥阔大的草场和生活在那里的

人们，在韩子勇的笔下表达得诗意深沉又绚丽无比。

2000 年，他的《西部：边缘省份的文学写作》一

书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因此，作为学者和批评家

的韩子勇，散文虽然写的是新疆，但他的视野、情怀

和笔致都别具一格，他描绘的是他心中的新疆。

“新疆是一个让人无限好奇而又使人显得十分

幼稚的地方。面对过于复杂的深处，人们放弃复杂，

直取表象。”在韩子勇眼里，新疆之美无处不在。

在韩子勇的作品里，描写新疆的云：“它是风急

而云稀，云不成朵，被吹成丝、吹成线，被吹得散了

形。”这最细微的细节，只有对新疆热爱无比的作家

的眼睛才能发现。

韩子勇曾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党组书

记，对新疆的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对木卡姆文化情

有独钟，主持木卡姆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项目的申报。丝绸之路也是音乐之路，木卡姆源

于汉唐大典，充分体现了“多元一体”“向内凝聚”“交

往交流交融”“文明互鉴”，在世界木卡姆大家族中，

是最东边的木卡姆。木卡姆是中华乐舞，也是人类

音乐财富。

在韩子勇看来，木卡姆是燃烧的，巨大的激情要

覆盖无垠的瀚海，即使已经疲惫，已经变为灰烬，也

比沙漠更广大、更炽热；木卡姆是热烈的忧伤，簌簌

而下的热泪要把绿洲和戈壁打湿，令人心碎；木卡姆

是沉思的，沙塔尔琴拉出“穹乃额曼”长音，铜亮的喉

咙慢慢吐出心底思绪，那从“西域大曲”而来的古老

往事的音符像一匹不曾褪色、无穷无尽的华丽锦缎，

源远流长、色泽饱满。《在新疆》一书中多有关于木卡

姆的文字，也是韩子勇散文最有光彩的一部分。

“对于很多没来过新疆的人来说，他们从一些西

方媒体上看到的关于新疆的报道很多不符合实际，

有的甚至是严重诬蔑攻击，长此以往，会妖魔化新

疆，让人忽略新疆的丰富文化，也看不到在新疆真实

发生的事情，听不到这里人民群众的真实声音。”韩

子勇说：“作为新疆人、作家、全国政协委员，我有责

任把真实的新疆故事讲给大家听。”

长城的故事讲不完

在陕西榆林，漫步镇北台长城，听他讲述长城的

故事，我才意识到韩子勇还有一个身份——国家文

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总协调人、长城组协调人。

“长城是一本读不尽的大书，长城有多长，尘封

的故事就有多长。绵延的长城，从丹东虎山长城到

帕米尔的‘葱岭守捉’，见证民族大融合，见证‘大一

统’，见证‘向内凝聚’，长城豪情万丈，千百年滋养中

国人的阳刚之气。”

“你知道吗，长城的故事是中华民族共同书写

的。‘春晖渐芳，暄和未尽，不委如何……’这是一封

家书，写于 1300 年前西域大漠。沙堆烽出土的残

纸，就有不同民族的文字。守卫沙堆烽的士卒，有中

原的、陇右的，也有当时西域的胡兵，他们共同保境

安民、维护丝路畅通。”

“春天来了，戍卒触景生情，给妻子写家书，情溢

文辞，不知何故这封家书没有寄出去，但一个小小戍

卒的家国情怀，穿透千年，令人泪目。”此刻的韩子

勇，内心里流淌着历史的情怀。

虽然韩子勇的名字，已成为新疆乃至全国文学

界的一座丰碑，但是他非常谦卑，他觉得自己就是沙

堆烽里的一粒沙砾。说到沙堆烽的历史，韩子勇眼

眶湿润，他感慨地说，长城是中华民族维护“大一统”

守卫“和平”的历史见证。

“长城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文化遗产，分布于

15 个省区市，建造年代不同、形态不一、保存状况各

异。长城保护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保护

好长城文化遗产，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首要

任务。”韩子勇表示，既要保护长城本体和环境风貌，

也要保护长城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革命文化遗产

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包括弘扬今年国家表彰的

“人民卫士”巴依卡·凯力迪别克的护边事迹、“清澈

的爱，只为中国”的陈祥榕烈士事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

指示，指导推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韩子勇说，

正是 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才正式拉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的序幕，探索走出一条新时代长城文物和文化

资源保护传承利用的新路。

“这条新路，就是要将长城这一规模宏大的线性

文化遗产串点成线、串珠成链，创新文化传承发展的

新方式和新场景，促进科学保护、世代传承、合理利

用，让人们走近长城、了解长城、热爱长城，在潜移默

化中感受长城文化。这也是中华儿女增强文化认

同、坚定文化自信的一条心路！”韩子勇声音陡然提

升：“一句话，现在的保护，就是由过去单独保护长城

本体，转变为保护好长城沿线一切有价值的文物和

文化资源。”

“随着经验的积累和理念的转变，人们认识到，

如今的长城，穿越岁月云烟，许多已是残垣断壁、碎

石土垄、沟沟坎坎，修缮应坚持最小干预原则，在确

保文物本体安全的前提下，保留最多的历史文化信

息。”

“我们无法见证长城的诞生、成长，更不想看到

长城的消失。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有无数人

付出的心血，是新时代长城精神绵延不断的新的呈

现。”韩子勇强调，全社会的关注和参与，是长城永续

保护的基础。

“以前，即使是土生土长的吉林人，很多也不知

道自己的家乡有长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启动建设

以来，通过资源普查、实地考证、广泛宣传，证实长城

吉林段由通化汉长城、唐代老边岗土墙和延边边墙

组成，竟然涉及全省 11 个县（市、区）。

“把历史智慧告诉今人，这是文化遗产保护成效

的生动体现，也是激发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重要

方式。”韩子勇告诉记者，几千年历史流变，几千年沧

海桑田，长城的一砖一瓦，皆是无言的史书、文明的

烙印。

中华文明永流传

作为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总协调人，

韩子勇不仅对长城，他对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也有着

特殊的情怀，每次路过黄河、看到黄河，他的内心都

百感交集。

“这是一种文化的联系、神交。”韩子勇认为，他

曾以《黄河：一部中华民族的伟大史诗》为题，从建设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意义讲起，细致解读了黄河文

化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

“黄河不仅是农耕文明的大河，也是游牧文明的

大河，她一边为农耕文明铺下宽广的温床，一边穿行

深广的游牧区，挽起农耕和游牧一双儿女。”中国人

以水为师，“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知其

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从流水是看到心性、修为、

包容、和平、利万物，看到‘河图洛书’，看到‘易’‘阴

阳’‘返者道之动’，看到群己、和合、开放包容、团结

统一、自强不息。”“禹导积石，大禹治水，开创三代之

治，‘治’字从水从台，‘治理’之‘治’，由治水而来。”

“文化传承，离不开年轻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要想获得当代的价值和意义，离不开创造性转化与

创新性发展，而年轻人就是其中的生力军。”韩子勇

深知，随着“Z 世代”群体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产业都

在努力向年轻人靠拢，“新中式”受到了众多年轻人

的追捧。

“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明会不断在新时代产

生新的价值与意义，时代生活和优秀传统文化，是我

们的灵感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生活中焕

发异彩，这无疑是一种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

韩子勇的表述中，记者感受到，他关注的，是对于所

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当下的美术馆热、博物馆热、传统节日热，是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反映，文化、旅

游、健身、休闲渐成刚需，在社会生活构成中占比持

续升高。现在的景区、博物馆、美术馆、历史文化街

区、公共文化场所，已经成为青年人生活圈、社交空

间中最活跃的部分。”韩子勇的思路是广阔的。

韩子勇讲述的江西望仙谷景区的故事，故事里

的几个年轻人，把废弃多年的采石场打造成火爆景

区。这个景区的设计借用仙侠传奇的游戏场景，街

道、建筑、水系、山石、树木等构成一个完整的聚

落，经营内容包含了当地大量的非遗元素。“在这

个地方，我想到生态修复、乡村振兴、文化传承、

文旅融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和‘望得

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以及中华文明的

五个突出特性。”

关注年轻人的韩子勇，还把做好国家文化公园

及非遗的传承保护等相关工作与自己的政协履职结

合在一起。他积极参加政协的调研活动，在活动中，

加强对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艺术创作的深入研究。

在全国两会期间提交的《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保护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作用》

的提案中，韩子勇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传统

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彰显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

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国式现代化”和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大有可为。

我国非遗代表作名录建设已近 20 年，目前公布

的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有 10 万余项，其中国家级项

目 1557 项。韩子勇认为，受行政区划和项目制习惯

的影响，各地申报热情高涨，从而驱动项目申报，客

观上也带来项目“代表性”持续降低、颗粒度变小和

文化内容碎片化的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存量概

念，不可能越来越多，名录体现的是“代表性”，并非

全部非遗。

“应转变申报和评审项目思路，转向项目内涵的

拓展，重点梳理、研究、阐释、拓展名录体系的内在逻

辑，归类求同，打破项目边界，突出中华非遗的整体

性，彰显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价值内容。”韩子勇认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

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包括刚评审通过的“春

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的社会实践”等，项目的

分析、归纳和整合就是优秀案例。

同时，韩子勇建议，认真分析和把握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和“保存”的区别，对已有名录体

系深入分析，突出重点、亮点、契合点、共同体，

重心转向集中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代表性项

目，求同归类、突出主题，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上持续发力。

耕耘在文化深处
—— 记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韩 子 勇

本报记者 高志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