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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博物馆既“小而美”，又“精又新”。作为

文旅服务的新场景，它让文物“活起来”，让更多游

客“爱上它”。目前，温州在乡村博物馆发展过程

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短板，温州的思考或许是全

省同样要面对和解决的。

一要解决乡村博物馆建办管问题。这就要

求准确定义乡村博物馆的概念和内涵，明确各

类国有、集体、非国有乡村博物馆的产权归属和

管理办法，探索乡村博物馆建立建设的独有程

序、手续等涉及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许可（备案）

等事项，主管部门需提供什么是、如何建、怎么管

等问题解决方案。二要解决展品（藏品）如何活

态展示问题与生存能力问题。当前，要重点探索

解决藏品的如何展陈问题，不是你有藏品就可以

办乡村博物馆，更需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经营理

念与运行方式，增强乡村博物馆的造血功能与生

存能力。三要解决长效运营保障机制问题。探

索解决“办馆易，守馆难”“有人管促长效”“有经

费保运营”等乡村博物馆长效运营和健康发展等

问题。鼓励温商、华侨、艺术家、收藏家等社会力

量参与乡村博物馆发展，将之作为乡村振兴、文

化振兴、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与平台。同时，引

导乡村博物馆与A级旅游景区结合，与未来乡

村与乡村振兴结合，与传统非遗文化传承结合，

与地方特色文化活化结合，与乡村不可移动文物

建筑保护利用结合等，有效解决了传统民办博物

馆就展示而展示的狭隘局面，变被动等客上门参

观为主动迎合消费需求，走出一条市场化的以馆

养馆之路。

如果说民办博物馆被誉为“来自民间的文化

盛宴”，那么，乡村博物馆则是“来自乡村的文化

美品”。它以特色鲜明、富有活力，与公办博物

馆、城市博物馆等形成有效互补，已受到越来越

多游客接纳和共享。相信，温州在打造民办博物

馆之城的路上，乡村博物馆会显示出独有的力

量，它将用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朴素的乡土情怀，

为温州文旅新消费和温州文化高地建设展示其

精彩。

传承乡土文化根脉，维系乡情乡愁记忆
——温州倾力打造民办乡村博物馆浙江样板

近日，温州市继5月上旬验收命名了17家首批市

级乡村博物馆的基础上，又分三个组赴各县市区实地

检查验收乡村博物馆，拟于6月上旬公布命名第二批

乡村博物馆。在5月15日浙江省文物局公布省首批

乡村博物馆认定名单中，温州8家乡村博物馆上榜，

数量列全省第二。省级检查验收组反馈的意见认为，

虽然湖州是乡村博物馆试点城市，但温州乡村博物馆

走在浙江省前列，完成可以成为全省甚至全国的示范

与样板。

温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要建设中国民办博

物馆之城，温州“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将乡村博物馆建

设纳入民生实事项目。近日，温州市政府出台了《温

州市建设民办博物馆之城的实施意见》，市文广旅局

会同市财政局经多次组织开展实地调研与座谈交流

的基础上草拟的《温州促进民办博物馆之城建设扶持

补助办法》即将制发，拟对经验收命名的省、市乡村博

物馆予以奖励性补助。确实，在温州大地上落地生根

的乡村博物馆正得益于乡村这一滋润的土壤，在时光

的印记中留存发展，彰显瓯越的文脉力量，见证乡村

的美好生活。

第一批温州市乡村博物馆
认定名单

1.鹿城区驿头程让平祖居纪念馆

2.鹿城区西坑革命纪念馆

3.龙湾区郑家园妈妈酒文化博物馆

4.瓯海区泽雅传统生态造纸专题展示馆

5.瑞安市陶山瓯窑青瓷博物馆

6.永嘉县瓯忆文化博物馆

7.永嘉老酒汗文化博物馆

8.永嘉县芙蓉瓯瓷博物馆

9.永嘉县芙蓉摄影器材博物馆

10.永嘉县芙蓉民俗博物馆

11.文成县铜铃山镇浙南民俗博物馆

12.平阳县黄汤制作技艺体验馆

13.泰顺县三魁镇卢梨老东家党群工作主题馆

14.泰顺县龟湖铭粹石文化博物馆

15.苍南县金乡博物馆

16.苍南县矾山矾都矿石馆

17.苍南县宜山针纺织博物馆

乡村博物馆源于乡村，成在民间，是一种带着泥

土气息的文博体验场所，它脱离了城市博物馆“高大

上”和“精英化”的固有印象，以其独有的文化传承和

展现形式活化存在着。它的存在，无论对土生土长的

村民，还是来自都市的人们，都拥有巨大吸引力和认

同感。

温州，一座5000多年文明史、2200多年行政建制

史的悠悠古城。从东晋著名学者郭璞堪舆选址建城，

就注定不凡。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丰富的文化遗产

书写了绚烂的瓯越文化。“千年商港·温润之州”，古韵

灵动的瓯窑青瓷、传唱不衰的山水诗词、异军突起的

永嘉学派、声情并茂的南戏昆曲，无不折射出宋韵瓯

风雅俗共赏的品格。近年来，温州坚持“以文铸城”，大

力实施新时代文化温州工程，擦亮“千年古城”“百工之

乡”文化品牌；出台名城、文物、非遗等保护管理办法。

全市现有国家级、省级与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919个，

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3个、浙江省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111个共383处、联合国人类非遗4项，数量居

全国设区市前3、占全国10%；国家级非遗34项，非遗

保护发展指数连续3年居浙江第一，这些都是温州发

展乡村博物馆内在的底蕴力量和发展基因。

温州发展乡村博物馆既有坚实的基础，也有丰富

的资源。近年来，温州民办博物馆和乡村博物馆建设

发展方面在全省聚力先行。对于温州乡村博物馆建

设，浙江省文物局验收组专家认为，温州深挖乡土文

化内涵、融合产业振兴、业态活化的做法，彰显地方特

色的乡村博物馆建设之路对全省乃至全国乡村博物

馆建设具有较强的引领示范作用。

按照“提前谋划一批、登记报备一批、规范提升一

批、培育创建一批”的发展要求，到2023年，温州全市建

成涵盖陈列馆、纪念馆、美术馆、艺术馆、展览馆、民俗

馆、非遗馆、名人故居等各类博物馆100家，形成2至3

个民办博物馆群；到2025年，全市建成各类博物馆200

家以上，形成3至5个民办博物馆群。同时，主体多元、

结构优化、特色鲜明、富有活力的民办博物馆之城体系

不断健全，博物馆管理能力和策展水平显著提升，文化

遗产保护当代价值充分彰显，全国有影响力的“博物馆

强市”基本建成，成为展示温州“重要窗口”和共同富裕

示范区市域样板的重要标志和组成部分。

据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文物处介绍，目前全市经

民政、文物部门登记报备的民非博物馆有30家、专题博

物馆20家，而具有展示、教育等部分博物馆功能的类博

物馆至少有150余家。对照省里对乡村博物馆的标准，

温州把48家纳入省级的民生实事博物馆建设，60家纳

入市里的民生实事建设，并对纳入民生实事项目的乡村

博物馆在业务指导与场馆提升方面予以挂钩帮扶与专

家组指导。为此，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专门建立了民

办博物馆之城工作专班，出台了市县文物主管部门领导

班子成员与博物馆专家联系挂钩帮扶乡村博物馆与民

办博物馆机制。这些乡村博物馆共有的特点是：都是由

所在地的乡镇来实施管理，文物主管部门与国有博物馆

业务指导，主题和乡村振兴、业态融合、产业发展、文化

复苏相结合。

目前，温州各地参与民办博物馆活跃度较高，已涌

现出一批有产业特征明显、极具鲜明个性的乡村博物

馆，并呈现地域乡土气息和多样化主题。具体有永嘉瓯

忆文化博物馆（宋韵空间类）、瑞安陶山青瓷博物馆（文

化复兴类）、永嘉老酒汗文化博物馆（非遗文化类）、乐

清铁风堂铁皮石斛博物馆（农旅融合类）、龙湾妈妈酒

文化博物馆（特色消费类）、泰顺卢梨老东家党群工作

展示馆（红色主题类）、文成浙南民俗博物馆（民俗主题

类）、鹿城程让平祖居纪念馆（名人故居类）、永嘉芙蓉

的摄影器材馆（文物保护类）、平阳黄汤制作技艺体验馆

（农旅体验类）、瓯海泽雅纸山文化体验馆（景区结合

类）、苍南金乡博物馆（村镇历史类）等不同主题类型，既

注重传统博物馆的展示展陈、研学教育，更注重数字导

览、互动体验。拿浙江省博物馆首席专家、原浙江省博

物馆馆长陈浩的话来说，“温州乡村博物馆的整体水平

在全省属于上层水平，要成为全国乡村博物馆的范式与

样本。苍南金乡博物馆利用文物建筑，反映了一个镇的

历史文化，至少我没有见过，应该是国内目前唯一以一

个镇的发展历史为主题建设的博物馆，并且与不可移动

文物的保护利用有机结合，非常难得；瑞安陶山青瓷博

物馆很有特色，是一个工作作坊，既有瓯窑技艺复兴的

工作，又有体验内容；永嘉瓯忆文化博物馆与之前看过

的所有乡村博物馆角度不一样，更精致、更多艺术性，宋

代美学生活得以展示，给大家一种美的感觉，天生带有

一种美感；两家以酒文化为主题的乡村博物馆，相对来

讲，龙湾麦麦酒更加精致，而永嘉老酒汗文化博物馆更

有特色。”浙江省博物馆学会会长、浙江省自然博物院院

长严洪明表示，金乡博物馆、泽雅造纸、泰顺老东家、平

阳黄汤、永嘉瓯忆、鹿城程让平祖居等乡村博物馆都比

较规范，乡村博物馆实物不多、图文不多，要注重主题与

内容的提炼，在展品展陈中要选出几件重器，用科技手

段予以重点介绍其背后的故事。同时，对乡村博物馆器

物的名称界定要规范，给参与研学的孩子们介绍时一定

要严谨。

这些乡村博物馆和文物活化结合，与业态复苏结

合，与文化复兴结合，与市场需求结合，在温州地区乡村

遍地开花。它们既有充足的场馆展示空间，又有让游客

交融沉浸式体验的内容，给游客带来多样的文化体验和

乡情认知。

“民办博物馆之城”挖掘的是传统温州文化的

重要内涵，也是提升温州城市人文气质的重要抓

手。而乡村博物馆建设则是温州建设“民办博物

馆之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全市遗产传承、

文物保护、四大振兴、乡村共富等均有现实意义与

深远影响。

乡村博物馆建设温州提早谋划并在全省率先

行动，而温州在全省的乡村博物馆建设中具体有

何行动？四方面工作可见一斑：一是主动引导。

博物馆建设和发展需要经济支撑，变被动“等靠

要”为主动“拓市场”。鼓励馆主将一些收藏品拿

出去展览，借出展增收入。同时，引导乡村博物馆

主动出去招徕游客，形成生产→展示→研发→推

广→消费→交流的博物馆展览产业链。二是规

范引导。针对参与创建的“民生实事乡村博物

馆”，对其提出明确规范要求：要100平米的展成

空间，需50件展品（收藏品），且有一定的安防设

施和人员管理、运营规范等制度。三是政策扶

持。市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对乡村博物馆、民非

博物馆以及“博物馆之城”系列主题馆予以适度资

金补助。策划推出若干条博物馆主题游精品线

路，借此帮助乡村博物馆免费宣传和推广。四是

创新思维。变传统博物馆以收藏器物与展示展陈

为主，转向依托千年商港、百工之乡、产业振兴与

未来乡村为主导的沉浸体验、互动交融、研学悦

读、业态复苏、文旅融合、活色生香、主题鲜明的乡

村博物馆，引导乡村博物馆以民办博物馆创新思

维去迎合市场，增强造血功能与生存能力，在分析

受众市场和了解客源需求的前提下提高创新和策

展能力，通过创建助推乡村博物馆提升，明确发展

方向。

建设乡村博物馆，是一条留住乡村文化之根

的好路子。近年来，温州在开展乡村博物馆建设

大胆探索并加大力度推进。今年2月份以来，温

州市先后召开系列民办博物馆之城、乡村博物

馆建设工作部署会、座谈会、推进会，组织开展

乡村博物馆调查摸底、业务指导、安全检查、督

促整改，把乡村博物馆建设纳入市委市政府年

度常态性督办督查计划项目，实施市对县市区

考核督办与定期督查通报制度，推进乡村博物

馆民生实事建设进度。明确乡村博物馆是维系

乡情乡愁记忆、传承乡土文化根脉、助力乡村振

兴发展、促进文旅深度融合的绝佳路径。省、市

政府将乡村博物馆建设纳入今年民生实事项目，

温州正合力聚焦，加速推进，突出乡村博物馆的

“温州特色”和“温州辨识度”。一是彰显主题特

色。乡村博物馆建筑设计要既能触摸历史，又兼

具美学韵味，努力打造“一村一品”。二是创新

运营机制。探索适合乡村博物馆多元化发展、数

字化提升、市场化运营机制。三是打造一批精

品。把乡村博物馆纳入全市督办督查计划项目，

定期通报晾晒各地建设情况，营造“比学赶超”

氛围，创成一批精品化、特色化的星级乡村博物

馆。

乡村博物馆的

◎ 林献雄 胡念望

温州基因

乡村博物馆的 温州行动

乡村博物馆的 温州思考

第一批浙江省乡村博物馆
认定名单（温州市）

1.苍南县金乡博物馆

2.龙湾区郑家园妈妈酒文化博物馆

3.鹿城区驿头程让平祖居纪念馆

4.平阳县黄汤制作技艺体验馆

5.瑞安市陶山瓯窑青瓷博物馆

6.泰顺县三魁镇卢梨老东家党群工作主题馆

7.永嘉县瓯忆文化博物馆

8.瓯海区泽雅传统生态造纸专题展示馆

▲省文物局杨建武局长考察温州永嘉乡村博物馆

▲温州举办“乡村博物馆发展的多元化”主题研讨会

▲温州市乡村博物馆建设工作推进会

▲苍南金乡博物馆▲瑞安陶山瓯窑青瓷博物馆

▲省文物局曹鸿副局长来温验收乡村博物馆

（图片由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