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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对乡村博物馆一
点理解

乡村博物馆是今年省市民生实事项

目，也是今年温州民间博物馆之城建设

的重要内容。在前期调查摸底、创建指

导与改造提升的基础上，省市文物主管

部门先后组织专家组赴实地检查验收的

基础上，先后命名了 17家市级首批乡村

博物馆，其中 8家受到省级命名。按照

省局专家组的话说，认为温州乡村博物

馆领导重视，起点较高，类型丰富，特色

鲜明，可以为全省乃至全国乡村博物馆

建设提供示范与样板。

乡村博物馆相对于城区博物馆而

言，首先是地点在乡村，作为乡村振兴、

文化复兴的重要平台，文旅融合、产业兴

旺的重要载体，留住乡愁、抒发乡情的重

要依托，以当地民众的文化需求为导向，

保护和传承人类多元文化和多彩环境是

乡村博物馆的基本特性，彰显乡村文化

的多样性、体验性、乡土化、个性化是乡

村博物馆的起点与归宿。因此，乡村博

物馆更加注重地方特色与行业特点，不

仅具有可观赏性，更要具有可体验性，增

强乡村博物馆的造血功能与生存能力；

乡村博物馆既要有说头与看头，也要玩

头与花头，既要循序一般博物馆发展的

规律和内在要求，也要以旅游的思维更

新理念、活化利用、活态展示，结合时尚

打卡热点来推进。

相比国有综合博物馆与规范民非

博物馆，乡村博物馆的空间有限（100
平米）、藏品有限（50 件器物），如何提

高场馆的利用率，挖掘更多乡村博物

馆内在的信息与价值，并结合市场受

众的需求加以更广泛的应用，将传统

博物馆的参观悦读、研学教育融入体

验、互动、消费等功能，不求全求大，而

求特求精。有句话叫“为今天收藏昨天，

为明天收藏今天”，透过器物的展示、故

事的传播、业态的体验来普及乡土文

化、传递审美情趣、增强乡风乡韵、增

添乡愁乡味。

二、温州乡村博物馆的具
体实践

发展乡村博物馆需要强化文旅融

合、产业联动、服务民生、彰显个性、突出

特色。融合发展是乡村博物馆持续发展

的动力，让收藏在场馆里的文物、陈列在

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

字都活起来；推出手工课堂、模拟考古、

拓展研发、展览展示等功能，促进博物馆

与教育、科技、旅游等跨界融合，实现博

物馆与产业经济、游客需求相融合。乡

村博物馆作为民生实事项目，绝不是简

单的一个展馆的概念，而需要结合乡村

振兴、文化振兴、产业发展与文物活动的

要求，结合消费市场、体验互动、客源消

费与服务配套的要求，将乡村博物馆作

为能够彰显乡风文明、乡愁乡韵，带动乡

村产业兴旺、百姓致富的重要载体与抓

手。因此，温州的乡村博物馆建设充分

彰显各地的区域特色、行业特征，尽量做

到门类丰富、主题多元，突出乡村博物馆

特色，形成产业发展类、民间收藏类、红

色专题类、名人故居类、乡情民俗类、非

遗主题类等不同主题的乡村博物馆。温

州在建的 48家省级民生实事项目乡村

博物馆、60家市级民生实事项目乡村博

物馆可谓品类多样、主题鲜明、各具特

色。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我们注重乡村

博物馆的集聚发展、联动发展、融合发

展，避免乡村博物馆的资源独活、业态孤

立的情况，形成了永嘉芙蓉古村、枫林千

年古镇、瓯窑特色小镇、龙湾窑溪钟秀

园、瓯海泽雅 4A级旅游景区、瑞安玉海

文化街区、苍南矾山风情小镇、泰顺龟湖

4A级景区镇等乡村博物馆集群。具体

做到以下三方面的结合：

（一）乡村博物馆建设要与A级旅游

景区发展提升结合。在景区内部或者周

边，结合景区特色，建设乡村博物馆。进

行有针对性的“插花”布点，规划建设一

批民办博物馆，打造文旅深度融合的旅

游目的地，串“珠”成“链”，形成若干条以

博物馆体验休闲、研学旅行为主题的黄

金旅游线路。

（二）乡村博物馆要与文保单位活化

利用结合。将乡村博物馆与活化利用地

处乡村的文物建筑、历史建筑、革命旧址

结合，如苍南金乡博物馆利用文物建筑

陈列布展、泰顺龟湖茶坪村乡村博物馆、

鹿城西坑革命历史纪念馆，永嘉芙蓉古

村、枫林古镇系列乡村博物馆群利用文

物建筑的修缮保护与适度利用结合，使

乡村博物馆成为带有浓郁古色的旅游吸

引物。

（三）乡村博物馆要与未来乡村、市

场需求结合。乡村博物馆是维系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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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乡村博物馆纳入乡村振兴示范

带建设体系，与未来乡村发展结合，体

验浓郁田园乡情。将乡村博物馆与消

费体验结合，如永嘉老酒汗、永嘉瓯忆、

龙湾时光印记、平阳黄隆泰、泰顺龟湖铭

粹石雕馆等。

在发展乡村博物馆过程中，强化政

策支撑、要素支撑与技术支撑，多次会同

市财政局开展实地调研与座谈交流，以

市府办名义出台了《关于建设中国民办

博物馆的实施意见》，会同市财政局联合

制了《关于扶持民办博物馆之城资金扶

持管理办法》，明确将乡村博物馆纳入市

政府民生实事项目与民办博物馆之城奖

励性补助政策体系，在乡村博物馆的展

陈布展、环境提升与运营管理方面予以

技术扶持，形成过国有馆结对民办馆、综

合馆带动专题馆、城区馆扶持乡村馆的

良好氛围。

三、对乡村博物馆规范提
升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强化业务指导与规范提升。加

强对温州市各地乡村博物馆建设的宏

观管理和业务指导，充分发挥温州民办

博物馆建设工作专班的作用，指导各地

建立相应工作专班，实施挂钩帮扶，建

立博物馆咨询专家库，加强场馆建设、

基本展陈、文创研发、人员培训、营销推

广、数字展陈等方面培训帮扶，同时注

重乡村博物馆数字化提升，定期通报晾

晒，创成一批精品化、特色化的乡村博

物馆。

（二）强化政策扶持与服务配套。结

合市里出台的民办博物馆之城建设实施

方案与扶持补助办法，争取各县（市、区）

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与奖励机制，落实

相应工作经费，争取相应条线如乡村振

兴、A级旅游区创建、产业发展等相应经

费支持。

（三）加强宣传推广与互动交流。提

炼乡村博物馆建设经验、亮点、特色。通

过学习交流会、现场会等方式开展经验

交流，丰富乡村博物馆建设内涵，加强乡

村博物馆的宣传，增强乡村博物的影响

力、知名度与参与度，形成全社会支持乡

村博物馆、参与乡村博物馆建设的良好

氛围。

（四）统筹面上推进与彰显个性特

点。进一步统筹谋划，立足今年，着眼明

年，完善督查考核，通过项目化、清单化、

时序化推进，引导乡村博物馆在具备博

物馆共性的基础上，强化个性化指导发

展，彰显乡地域特色与行业特点。建筑

设计要既能触摸历史，又兼具美学韵味，

探索适合乡村博物馆可持续发展、市场

化运营机制。

◎ 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文物处处长 胡念望
也谈乡村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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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家园妈妈酒文化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