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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456场活动将扮靓文博美好生活
2024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浙江主场城市活动启动

◎ 记者 陈冲 通讯员 刘自俊◎ 记者 陈冲 通讯员 刘自俊

文物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是当前文旅

发展的重要趋势，是实现以文塑旅、以旅

彰文的重要途径。浙江省作为文物资源

大省，近年来高度重视文物博物馆与旅

游的深度融合，将其列为实施文化和旅

游深度融合工程的重要内容，尤其在文

物主题游径建设上颇有建树。

活动现场，举行了“廊桥化境”文物

主题游径建设启动仪式，由温州市文物

局与丽水市文物局签订共建协议，两地

将合作推动“廊桥化境”文物主题游径建

设，力争让廊桥成为展现山地人居图景

的物质之境，感受乡土人文意境的精神

之境，成为新时代书写人文匠心、承载百

姓乡愁的“凝心聚力桥”。

为更好发挥乡村博物馆赋能乡村发

展、助力共同富裕的作用，今年 5 月，潮

新闻联合浙江省博物馆学会，共同发起

了“来乡村 见博物世界”浙江乡村博物

馆发现计划，邀约了全省 11 个设区市的

18 家乡村博物馆入驻潮新闻“潮鸣号”。

在活动现场，以主题短视频方式正式发

布了“来乡村 见博物世界”浙江乡村博

物馆“发现计划”，旨在引导广大公众走

进这些“小而美”“小而精”的乡村博物

馆，充分领略非遗传承、乡村记忆、特色

产业、民俗风情等在地文化元素。

当前，文物系统正在开展第四次全

国文物普查工作，通过普查，进一步挖掘

新的文物资源，丰富和完善文物类型体

系，进一步深化对已有文物的认识，为后

续的文物保护、研究与传承打下坚实基

础。为激励引导广大基层文物工作者在

“四普”工作中勇挑重担、奋发有为，此次

活动启动仪式上，特邀请云和县文保中

心主任杨克新向大家介绍了近年来云和

县在文物调查工作中取得成效和经验。

同时还举行了宁波市文物保护利用协

会、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海曙区考古

工作站、余姚市文物考古服务中心授牌

仪式。

此外，在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文物公

益鉴定，邀请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为

市民游客现场鉴定，推出了一批文博集

市、社教活动、文保普法教育和文物消防

知识讲解等，吸引了大批观众和游客参

与其中，共享文博魅力。

6月1日，以“保护文物 传承文明”为

主题，由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浙江

省文物局主办，由浙江省文物保护利用

协会、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文物局）、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承办的 2024 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浙江主场系

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宁波市

海曙区望京门城墙遗址

博物馆举行，中共浙

江省委宣传部副部

长、省电影局局长范

庆瑜出席仪式并宣

布 2024 年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浙江主场城

市活动启动。

据介绍，在今年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前后，全省上下

将联动举行各类文博活动 456 场，其中，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相关主题活

动 219 场，“保护文物 传承文明”主题相

关活动 322 场，文物惠民服务活动 299
场。如主场活动举办地宁波市海曙区

就推出了都市文博生活周系列活动，为

广大市民提供了形式多样、多点开花的

文博体验活动。

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党组成

员、浙江省文物局局长朱海闵在致辞中

表示，近年来，浙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文物工作重要论述精神，

大力推动文物事业高质

量发展，建成乡村博

物 馆 776 家 、连 续 9
年获评全国博物馆

陈列展览十大精品

奖、率全国之先实现

土地储备考古前置全

覆盖、组建文物保护志

愿者队伍 169 支并吸纳志

愿者超 1.2 万人、吸引 422 万观

众在今年“五一”假期走进博物馆。今

年，为体现文化遗产保护从少年儿童抓

起，让小朋友们过一个有文博味儿的六

一儿童节，提前一周启动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活动。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

基因和血脉，展现了中华文明兼收并蓄、

博采众长的开放胸怀，是全人类共同的

财富。自省委、省政府提出实施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建设浙江探索“十大行动”以

来，浙江全省文物系统积极扛起历史文

脉赓续传承任务，实干担当、砥砺奋进，

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绩。

在 2024 年 5·18 国际博物馆日中国

主会场活动开幕式上，现场公布了第五

批 123 家国家一级博物馆、第二十一届

（2023 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

精品”名单，举行了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

究中心集中授牌仪式，其中浙江新晋一

级博物馆 8 家，分别是中国水利博物馆、

杭州市临平博物馆、杭州市萧山跨湖桥

遗址博物馆、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

馆、良渚博物院、嘉兴博物馆(嘉兴马家

浜文化博物馆)、绍兴博物馆、丽水市博

物馆；浙江省博物馆“浙江一万年——浙

江历史文化陈列项目”荣获全国十大陈

列展览精品奖，这是浙江连续第 9 年荣

获这一奖项。浙江省南湖革命纪念馆—

浙江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成

功入选全国首批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

中心名单。

此外，杭州余杭良渚成功入选第二

批全国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名单。

今年以来，浙江省首次评选 2023 年度浙

江省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推介案例，共

计 5 个类别 15 个案例入选。开展首届

浙江省“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推介活

动，共有 7 个团体、10 名个人荣获这一

称号。

活动现场，对浙江省 2023 年度文物

事业高质量发展推介案例和首届浙江

省“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获奖单位代

表进行了颁奖，并发布了第二十一届全

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项目、新

晋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革命文物协同

研究中心、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等

荣誉。

浙江新晋一级博物馆8家文物工作成果颇丰

文化遗产知识广泛传播从青少年抓起

6月1日是儿童节，今年的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浙江主场系列活动结合儿童

节主题，积极引导青少年从小树立“童

心护宝”意识，并通过“小手拉大手”，有

效推动全社会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的提升。

近年来，浙江大力推动文物资源与

教育的深度互动、多元合作，教育引导青

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今年 4 月，启动了浙江省“考古小学

堂”活动，旨在推动考古成果从“有时进

校园”到“常常在校园”，让考古成果普及

成为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活动现场，海曙区中心小学的孩子

们用一场精彩的课本剧《考古小学堂》，

为大家展现他们对文物考古发自内心的

好奇和向往。宁波市海曙区小小文物讲

解员队伍的两位小朋友分别用中英文讲

述了省级文保单位——宁波教育博物馆

（私立甬江女子中学旧址）和宁波走出的

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的故事。同

时，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文物局）还

发布宁波首批十条文物主题游径，通过

精巧的串联，将文化遗产转化为适合于

“微度假”“轻旅行”的“诗和远方”。

为了让青少年朋友对文物考古有更

加深入的认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还向中小学生代表赠送了《浙江考古与

中华文明》丛书（第一辑）。该丛书是首

部全面阐释中华文明发展与浙江文化

历史贡献的考古研究成果，由浙江省文

物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大

学等单位的 20 位专家倾力打造，系统梳

理 80 多年来浙江考古成果，多角度呈现

浙江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的卓

越贡献。

浙江文旅融合创新推动让文物“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