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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县级博物馆高质量发展路径

陈浦秋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书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

历史文化滋养。县级博物馆是陈列、展示、宣传本地人类历史文化和自然遗存的重要场所，是国家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江苏是历史文化大省，县级博物馆事业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据不完全统计，江苏全省县级博物馆约有 200 家。其中，国有县级

博物馆约有 150 家，民营县级博物馆约有 50 家。博物馆数量和从业人员数正在逐年增长，且展陈门类多样、展陈手段科技含量

提高、博物馆之间的联合办展频次增多、馆藏文物的修复和预防性保护能力明显提升。尤其是大多数博物馆实行了免费开放，

使文物资源“活”了起来，参观人数多了起来，县级博物馆发展真正迎来了“黄金时代”。

江苏省内县级博物馆中，柳亚子纪念馆等 10 家博物馆早在 2011 年就被评为“全省县级博物馆展览展示和服务水平提升工

程项目实施单位”。无锡乡镇企业博物馆、新四军四县抗敌总会纪念馆、常熟古琴馆和宜兴市尹瘦石艺术馆等特色鲜明。但江

苏各县级博物馆仍存在自我发展水平不平衡、社会教育功能未充分发挥、现代化展陈展示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我们要遵照“在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探索新经验”的重大要求，践行走在前、做示范的使命，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

强管理”原则，守正创新，努力探索文物资源保护、管理、活化、利用的新途径和新举措，统筹兼顾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

使县级博物馆更多更好地惠及民生。

创新县级博物馆数字化建设。让文物“活”起来，离不开文物和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加强馆藏文物的数字化挖掘。运用

数字技术对文物进行数字化挖掘，对文物藏品做数字化采集、信息编码与存储。利用 VR/AR 技术建设数字展馆，对文物进行多

维立体式展陈，向博物馆内的展品添加虚拟的、可与观众交互的数字组件，如 AR游戏、增强教育等，以提高观众观展的参与度。

打造“不打烊”的掌上博物馆，让民众可以利用手机、PC 等各类终端设备在线进入虚拟构建的线上博物馆，使博物馆中的文物

得以精彩、完美地呈现。引入三维扫描技术，通过三维扫描技术等完成对文物的三维立体数字化采集，确保文物实现高度还原，

同时将数据信息与其他多源异构信息进行关联整合，以此对文物进行永久性数字化保管。优化文物资源的数字化管理。建设智

慧文物资料库，利用大数据建立馆内藏品存储、评估、分析和分享平台，整合历史文物的社会价值与经济效益，促进其开发、

利用与服务。同时，借助面向服务（SOA）架构、双向数据通信技术以及物联网技术等搭建一套涵盖影像管理、考古资料管理和

文物图像管理等功能的三维数字化资源库，满足用户调用文物信息资源的需求。创新博物馆数字人才培养模式。对内部人员定

期开展培训活动，通过开设讲座、邀请专家演讲或集中学习等方式进行培训和再教育，加强馆员对文物管理方面最新政策的了

解和认识，不定期、分批次学习博物馆数字化理念、管理方式以及流程，结合“线上+线下”的授课方式学习操作新平台、新系

统。紧跟行业发展变化，调整工作模式，使馆员在经过培训之后掌握更多新知识新技能，在提升业务水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

专业素养，提升文物数字化管理及保护工作的效率。

创新标准化品牌建设。品牌形象是县域历史文化的载体，对县域影响力的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积极推进品牌建

设。丰富博物馆内容。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建立公众对话平台，鼓励公众建言献策，通过照片、视频或故事等方式上传自己搜

集的历史事件，更好地还原一段客观真实的历史，进而参与到博物馆事务中来，促进博物馆事业与品牌建设的融合发展。塑造

独特品牌个性。结合自身特点，设计推出县级博物馆特定的、直观的 LOGO 标识，以此作为传播、推广的基础来吸引公众的注意

力。批量生产博物馆周边文创，将 LOGO 标识印在购物袋、礼品店、宣传册、信封、信纸以及其他博物馆相关材料上，增强博物

馆品牌形象的曝光率，促进品牌的广泛传播。借助省、市级博物馆的官方社交平台，通过增添子页面和相关链接等方式，发布

展览信息和介绍，吸引观众前来参观。

创新实现县级博物馆多元融合。多元融合已成为很多博物馆建设发展的关键词，需要加强博物馆资源整合与协同创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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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县级博物馆社教功能。促进县级博物馆教育融入当地社会教育体系，将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作为衡量博物馆功能性的重要

指标之一。加强馆校合作，结合“内外兼修”的形式，在校内增加历史、地理、科学、数学和技术等相关课程，在校外组织博

物馆专题研学游，设计寓教于乐的、适合青少年的特色课程活动。鼓励各级社会力量依托地方文物资源，利用博物馆，培育一

批旅游发展示范区，打造富有江苏特色的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示范基地”。增强博物馆联盟凝聚力。统筹整合县级博物馆资

源，建立以省、市馆为龙头，县馆为主体，政府部门、国有馆、民办馆、企事业单位、民间机构和个人收藏者参加的博物馆协

会以及博物馆志愿者协会等社团机构，推动馆际互助协作。增强“县馆结合”，充分利用地域优势，提倡各县根据馆藏特色完

善文本资料，分头对文物进行清理、拓印，技术能力不足的馆由市级博物馆协助，并对人员进行指导。

创新管理体制机制。理顺博物馆管理体制机制，能更好发挥博物馆的育人功能。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按照政事分开、管办

分离的原则，转变现有的管理体制机制。加强分类指导，参照省、市级博物馆改革的做法和经验，制定县级博物馆理事会决策

机构、执行机构和章程准则改革创新实施意见，推动早日建成县级博物馆法人治理结构，早日实现全省县级博物馆理事会管理。

系统创新管理机制。以充分发挥县级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为目标，系统创新县级博物馆馆藏收购机制、馆藏保护机制、精准服

务机制和文创增收机制等。在条件成熟的地区成立由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共同出资组建的县级博物馆发展专项基金。在江苏

艺术基金扶持项目中，增设专门针对县级博物馆创新发展的分类条目，实现对县级博物馆的精准扶持。实施绩效考核机制。充

分激发馆员的管理热情，结合各部门、各岗位的工作情况制定完善科学且具有可行性的绩效考核体系，分配方式向关键岗位和

优秀文化人才倾斜。同时，研究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和细化措施，确保规划确定的各项重点任务落实落地，推进各项工作梯次接

续、前后衔接、纵深推进、取得实效。将考核结果与馆员的薪资及晋升等联系起来，使其更专心、积极地投入文物数字化管理

及保护工作之中，推动博物馆智慧化、数字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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