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博物馆成立于 1957年 7月，是河南省内成立最
早的地市级博物馆。作为一座综合性城市博物馆，60余年
来，郑州博物馆在传承中华文明，服务城市发展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被列入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先后荣获河南省
文明单位、河南省优秀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河南省首
批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实践基地、河南省科普基地、科学精
神专题实践教学基地等称号。

郑州博物馆原址位于碧沙岗公园内北伐军阵亡将士
烈士祠，1999年 12月迁至嵩山南路 168号。2021年 5月 1
日，郑州博物馆文翰街馆正式对外开放，形成两馆相互呼
应，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郑州博物馆文翰街馆位于郑州市民公共文化服务区
核心区，总建筑面积 14.7万平方米，建筑高度 62米，为特
大型博物馆。建筑外观秉承“中华之中，华夏之冠”的设计
理念，彰显郑州厚重的文化底蕴与勃发的时代气息。馆内
划分有陈列展示、公共服务、文物库房、科技保护、数字信

息与办公区六大功能区，配套青少年活动中心、小剧场、
4D影院等公共空间。以优品质的软硬件服务及设施，将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原文明展现给国内外观众，努力
打造郑州的城市会客厅和区域文化中心。

依托郑州地区丰富的文物资源，经多年积淀，郑州博
物馆现有文物藏品近 6万余件（套），包括陶器、瓷器、青
铜器、书画等20多个门类，尤以新石器时代陶器、商周青
铜器、唐宋石雕、历代瓷器等最具地方特色。

为让观众观赏到更多的精美文物，郑州博物馆充分
发挥文翰街馆21个展厅的空间优势，规划基本陈列、专题
陈列和临时展厅。基本陈列“创世王都——郑州历史文物
基本陈列”“天地之中——郑州历史文化展”，全景式展示
郑州的发展历史。展览立足丰硕的研究成果，梳理郑州历
史的发展脉络，引导观众了解千年古都文化，感悟华夏文
明魅力。13个专题陈列又分为文物专题展和文化专题展
两个部分。文物专题展有“妙相艺境——馆藏古代造像艺

术陈列”“汉砖意韵——馆藏汉画像砖展”“刻石隽永——
馆藏石刻拓片精品展”“翰墨丹青——馆藏书画艺术展”

“土火造艺——馆藏古代陶瓷陈列”“翰墨双璧——《醉翁
亭记》与《瘗鹤铭》碑刻展”“锦绣云霞——馆藏云肩艺术
展”，这些展览以专题形式将历史与美学相结合，搭配声、
光、色等辅助手段营造不同的展览主题氛围，带领观众领
略文物所蕴含的魅力；文化专题展有“郑地名人——郑州
历史文化名人展”“豫声豫调——河南戏曲文化展”“客家
根亲——客家文化展”“千年中医——中医文化展”等，展
览从多角度解读古老的中原文化，突出郑州区域文化特
色。让观众跨越时间的长河，与先贤交流互动，塑造中原
人文精神，增强文化自信。

3个临时展厅坚持馆际交流与合作，引进国内外精品
展览。2021年文翰街馆正式开放后，除了馆内常设展览之
外，还举办了“黄河珍宝——沿黄九省（区）文物精品展”，
42件（套）国宝重器，掀起“黄河文化月”的高潮；“微观之

作——英国V&A博物馆馆藏吉尔伯特精品展”，是吉尔
伯特精品系列首次登陆中国；汇集全国文博力量，推出展
现中国考古百年足迹和丰硕成果的“繁星盈天——中国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展”，集中展示了中国考古学百年发展
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让观众观赏到多彩的文化面貌。
其中，“追迹文明——新中国河南考古七十年展”入选
2019年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主题展览重点推介项目，引进的境外展览“微观之
作——英国V&A博物馆馆藏吉尔伯特精品展”荣获第十
九届（2021 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国际及
港澳台合作奖，“定鼎中原——河南古代都城文明展”荣
获2021年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主题优秀展览，“黄河珍宝——沿黄九省（区）文
物精品展”荣获 2021年度河南省优秀陈列展览，“创世王
都——郑州历史文物基本陈列”荣获2022年度“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优秀展览。

自文翰街馆开放以来，郑州博物馆各项工作取得显
著成效。郑州博物馆坚持“用学术为公众服务”的思
想，以馆内重大展览活动和文博工作热点话题为主题，
开启“郑博讲坛”系列讲座，不仅增强了自身专业能
力，还向社会传播了文化知识，增强了博物馆公共文化
服务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同时，郑州博物馆不断推陈出
新，依托陈列展览、传统文化等，结合观众需求，针对
不同受众采用多种形式，将历史知识、珍贵馆藏、文博
热点与互动体验相融合，策划推出了“妙语童心说卫
生”“黄河珍宝之久久寻宝”“我们的节日——重阳节”

“手铲掘星‘棋’妙百年”等社会教育活动。郑州博物
馆发挥社会教育职能，为观众提供高质量的社会服务，
馆内讲解员先后在河南省讲解员大赛及全国讲解员大赛
中喜获佳绩，多次荣获团体第一名、优秀组织奖和个人
一等奖；在“2021年河南省革命文物优秀讲述人”比赛
中，郑州博物馆志愿者获得“优秀讲述人”称号。此
外，郑州博物馆还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社会教育课程，课程《我身边的成语故事》荣获郑州
市级教育局评选的中小学实践教育优质课三等奖，黄河
小剧场《心中的幸福河》获得2021年度中原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优秀项目。

近年来，郑州博物馆打破了时间与地域限制，制作网
上云展、导赏小视频和网络直播等，多元传播郑博文化，
收获线上流量已逾千万，让公众近距离、全方位的学习和
娱乐。

郑州博物馆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立足中
原，辐射周边，发挥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是集
中展示古都郑州历史文化名城风采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重要窗口。 （郑州博物馆/供稿）

在河南感知博物馆的力量在河南感知博物馆的力量
——河南省域博物馆撷萃河南省域博物馆撷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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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专题展“妙相艺境——馆藏古代造像艺术陈列”展厅

“创世王都——郑州历史文物基本陈列”展厅

兽面纹方鼎

讲述博物馆文物鲜活故事
谱写社会教育焦作新篇章

赵换君

焦作市博物馆成立于 1965 年，由郭沫若
先生题写馆名，是以文物收藏保管、陈列展览、
宣传教育和科学研究为主要职能的公益性国
有事业单位，现为国家二级博物馆。近年来，焦
作市博物馆履职尽责，踔厉奋发，努力让文物
活起来，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在社教工作方面，
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探索，社会成效初步显现。
整体来看，爱国主义教育使广大民众爱国热情
进一步高涨；廉政家风教育使社会发展环境进
一步优化；红色基因教育使全国文明城市建设
成果进一步扩大。综述焦博的主要做法，可概
括为“三个三”工作模式。即用好三个平台、办
好三类活动、建好三项机制。

借助先进技术，用好三个平台：用好国内
国际文博会展平台、用好自办文物展厅平台、
用好物联网云教育平台，为做好社会教育提供
有利条件。

用好国内国际文博会展平台：多年来，博
物馆馆藏重点文物赴比利时、意大利、日本、美
国等国家展出。汉代陶仓楼参展上海世博会、
沙特阿拉伯“华夏瑰宝”展、中国国家博物馆

“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展”等；元代出行仪
仗蒙古驭马俑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展出；元代
杂剧雕砖俑入选人教版《历史》课本。今年，在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中国博物馆及相关
产品与技术博览会”中，焦博七层连阁式陶仓
楼是本届展会体量最大的展品。

用好自办文物展厅平台：借助现代科技手
段，通过声、光、电等复原器物在古代使用和生
产的情景，为观众营造身临其境之感。在展厅
中安装的 3D“魔屏”，观众不仅可以将配有中
英文介绍的文物进行 360 度旋转，还能对自
己喜爱的文物进行点赞。基本展项“巧手赋新
生——焦作文物保护科技成果展”“红旗漫卷
山阳——焦作近现代历史文物陈列”“山之
阳——焦作古代历史文物陈列”“山阳石刻陈
列”“丰碑——‘特别能战斗’焦作工人阶级的
奋斗史篇”等，集中展示了地域历史文明和文
化底蕴。

用好物联网云教育平台：大力推行全媒体
宣传教育，开设焦作市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
号、微博等，建设网上虚拟陈列展览，提升微信
互动功能，拓展线上文物资源传播渠道；针对
重点文物制作一批AR互动和全景漫游资源，
实现观众与文物之间的流畅互动。在“网上秀”

中，观众可以通过手机或电脑进入焦作市博物
馆官方网站虚拟展厅，进行 720 度全方位观
展，同时配有专业语音讲解，了解文物背后蕴
含的故事。

立足当地实际，办好三种活动：重点开设
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大课堂系列活动、深入开
办红色教育专题展览系列活动、持续开展地域
廉政文化资源调研推动廉政建设系列活动，为
做好社会教育提供有效抓手。

重点开设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大讲堂系
列活动。焦作市博物馆作为河南省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积极为全市学生提供社会实践平台。
结合文物展览，组织免费参观，建好青少年社
会教育第二课堂；开设“中原大讲堂· 焦作讲
堂”，提供教师培训、学生实践课堂；开展预防
未成年人沉迷网络课堂、未成年人国防教育课
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堂；博物馆与
各高校联合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构建志愿服
务平台。利用节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如，
国庆节举办“爱我中华 长卷绘画”活动、建军
节举办“八一建军节爱党爱国”活动、5·18国
际博物馆日举办“博物馆的力量——主题刮画
展”等；通过一系列主题鲜明的活动，进一步增
强了青少年的爱国热情。

深入开办红色教育专题展览系列活动。焦
作是河南近代工业文明的摇篮，博物馆针对焦
作地域红色文化资源深入挖掘开发，以丰富的
红色革命历史为题材，进学校、入乡村、走军
营，开展“童心向党颂祖国 红色教育进校园”
等红色教育系列活动。今年10月，从征集来的
革命文物中遴选 400余件精心组合，推出“红
旗漫卷山阳——焦作近现代历史文物陈列”，
献礼党的二十大。

持续开展地域廉政文化资源调研，助推廉
政建设系列活动。积极与有关方面合作，集中
开展焦作地域廉政文化资源调研、历史廉政人
物研究征文、大型廉政豫剧戏曲作品创作、清
风怀川廉政文化采风等。其中，两部作品被列
入河南省委宣传部重点项目，并将阶段成果编
著《清风怀川——焦作地域廉政文化资源初
探》等书籍公开发行；坚持常年开设清官廉史
文物展示专栏、焦作历史名人廉政故事专题讲
座；拍摄视频《廉洁从家出发·焦作廉吏故事
选》、举办公益活动“廉洁从家出发”等，让历史
人物说廉，传播社会正能量。

结合工作特点，建好三项机制：社教内涵
提质机制、社教方式创新机制、社教效果考评
机制，为搞好社会教育提供有力保障。

不断健全社教内涵提质机制体系。一是注
重学习研究机制。领导带头，形成全员研学热
潮，将专业研究成果汇编《焦作市博物馆馆藏
文物精粹》，论述文物保护有关操作规程；参与
制订《博物馆二维影像数据采集与管理规范》
等河南省地方标准；在《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
等核心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阐释文物背后
的故事。二是文物保护修复机制。研究制定《焦
作市博物馆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方案》《焦
作市博物馆馆藏瓷器保护修复方案》等规范。
三是文创产品开发机制。树立品牌意识，与专
业公司合作推进文创产品研发，推出特色优质
文创产品，探索打造文创品牌新路径。

逐步完善社教方式创新机制体系。将社教
与科技相结合。制定实施数字化文物资源开发
利用工作规范，实现文物展示传播教育与科技
手段、艺术形式无缝对接。将社教与展览策划
相结合。社教部与陈展部紧密合作，形成展览
策划与教育活动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将社教
与全媒体相结合。博物馆与电视台、报社等主
流媒体建立全方位、立体化合作关系，让文博
展示走进千家万户；推行“互联网+”服务方
式，让文博展示走出家门国门。将社教与特色
活动相结合。寓教于乐，使社会教育与特色活
动相融合的工作模式制度化、普及化、常态化。
如，被评为河南省优秀文化志愿服务项目的

“焦博小小讲解员”系列活动，在学生变为“老
师”的角色转换过程中，见真知育美德。

积极建立社教效果考评机制体系。对项目
评估和项目实施人的考核。对人员的考核机制
已基本建立。如职级晋升与学术研究成果及工
作业绩挂钩考核机制等；创建学习型单位（个
人）考核机制。对教育项目评估初步设置：项目
播放量、传播平台、受众量等指标。评估方法程
序，一般可组建考评专班或委托专业机构，采
用问卷调查、观察、访谈等方法，进行定性定量
综合考评。

通过综合考评等，便于改进问题，完善办
法，促进社教工作走向规范化。充分发挥博物
馆的功能与作用，为城市的社会教育增添一片
彩色，为城市的厚重文化增添一道底色，为城
市的美丽风景增添一抹亮色。

十年，一个非凡的跨度。
十年来，鄂尔多斯博物馆华丽变身成为鄂

尔多斯市博物院，实现三馆一院，文化整合，
完成历史的洗礼。展览交流、藏品征集、展陈
设计、研学教育的社会化和现代化水平大幅提
升；围绕打造“两个文化”和“三个品牌”，
全面揭示鄂尔多斯独特的地域历史文化；科技
的进步给博物院带来了全新的机遇，数字资源
的全新利用使博物馆数字化水平大大提高；作
为历史、文化、艺术、自然地的相遇之地，将
鄂尔多斯文化和旅游融合，充分彰显历史文化
资源优势；《马背上的青铜帝国》《文物里的中
国-黄河篇》《云游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

《文博小达人》 等广受社会好评，让文物
“活”起来形态多样。

新时代背景下，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在让文
物“活”起来与“火”起来的同时，与传统历史文
化齐头并进，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多
年以来，博物院始终以馆藏文物鄂尔多斯青铜
器、瓷器、陶器、民俗类文物为支撑，围绕打造

“黄河文化”“长城文化”两个文化和“鄂尔多斯
青铜器”“鄂尔多斯历代壁画”“红色革命文化”
三个品牌，全面揭示鄂尔多斯独特的地域历史
文化，凸显鄂尔多斯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所
做出的贡献。

2012年开馆至 2021年底，鄂尔多斯市博物
院观众累计达到 500 多万人次，参观团体 6572
个；博物院在馆内硬件设施、场馆公共环境、接
待人员等方面，为公众提供了优良的体验模式。
此外，博物院不仅在展陈设计方面得到全面提
升，展出方式更是多样化。

推出的原创交流展。“草长鹰飞——北方草
原汉墓壁画珍品展”“黄河几字弯里孕育的青铜
文明展”“黄河几字弯里鄂尔多斯民俗文化展”
等，进一步宣传和推广鄂尔多斯历史文化，成效
显著。“黄河几字弯里孕育的青铜文明展”入选
2020年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核
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介项目名单，对外交流展
览精益求精，真正做到文化无边界。

开展丰富多样的社会教育研学活动。博物
馆综合利用资源优势，开展“鄂博博知学堂”《走
进蒙古包 学做草原客》蒙古族历史文化主题活
动“小小讲解员”“文博小达人”“我们的节日”等
系列社教和研学活动；其中《走进蒙古包 学做
草原客》项目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青少
年教育优秀案例、首届（2021）全国文博社教十佳
案例宣传优秀案例；《远古有豪宅——阳湾遗
址》项目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青少年教

育优秀案例；“家门口的流动博物馆”项目被评
为 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
优秀项目等。今年 5 月，鄂尔多斯市博物院被
评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批中小学生研学实践
教育基地。

博物院的数字化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今年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推出“文物里的中国-黄河
篇”系列短视频，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
代价值，阐释黄河文化遗产的历史故事，以青
铜器中的“虎文化”为基础讲好“黄河故
事”；打造文物漫画，实现“云游博物馆”，让
观众足不出户便可走进青铜文明的世界；自主
制作“云游鄂尔多斯青铜器”系列短视频，以
鄂尔多斯青铜器为“主角”，通过动画特效让
馆藏文物在线上“活”起来，赋予它们不同的
故事；“文博小达人”系列短视频将孩子们的
才艺和个人特色与博物馆中的文物相结合，进
行融合式讲述，博物院的叙事方式得到了提升
与创新。

不断努力建设智慧博物馆。让公众通过网
络、手机等新媒体平台参观博物馆的文物，学
习到博物馆里的文化知识。2019年至 2021年，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打造移动终端，实现网上浏
览，推出的“鄂尔多斯市博物院通史展”“鄂
尔多斯市博物院铜镜展”“鄂尔多斯市博物院
青铜器博物馆”“鄂尔多斯敖包与庙宇”，有效
实现文化和旅游相融合。

此外，鄂尔多斯市博物院还始终注重人才
队伍的建设，培养了一批优秀讲解员，相关专
业人才不断脱颖而出，人才队伍整体实力明显
提升。

大力开发文化创意产品。博物院依托馆藏
资源，结合市场需求，开发文化创意产品 300余
款；将文博元素充分融入纪念品中，打造博物院
特色文创 IP，不断提升博物院的知名度和品牌
影响力。如，蜡烛盲盒，把传统概念的思索变成
香气弥漫的浪漫探索，提升文物的文化传播力。

当下，融媒体信息化、展陈多样化、藏品质
量化、传播广泛化已经成为博物馆发展的新形
态、新业态和新面貌。鄂尔多斯市博物院通过加
强多业态跨界融合等方式，走出多样化、融合
化、现代化博物馆发展步伐。

为了让历史的声音深入人心，博物院将以
丰富的博物馆文化传播内容为基础支撑，“坚
守”传统文化，“突破”传统思想，让文物“活”起
来的同时，让文物“火”起来、“潮”起来，让更多
人感知文化的魅力，讲好鄂尔多斯的历史文化
故事。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

征途十年，以文化人
窦志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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