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藏品管理系统相关联的“文物指纹”电子标签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检查工作

杭州市现有博物馆224家，其中，经登记备案的国有博物馆54家、非国有博物馆33家，

乡村（社区）博物馆140家（3家已登记备案）。近日，国家文物局公布第五批国家一级博物馆

名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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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博物院五座博物馆成功入选。杭州已拥有国家一级博物馆12家，二级博物

馆4家，三级博物馆1家。

2021年5月，中央宣传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明

确指出要“探索在文化资源丰厚地区建设‘博物馆之城’‘博物馆小镇’等集群聚落”。2021年

10月，杭州市园林文物局提出《杭州市博物馆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行动计划

（2021—2025年）》，制定了“一十百千万”计划，五年内，打造一个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新建

十个国有博物馆，孵化培育百个乡村（社区）博物馆，策划千场临时展览和全媒体传播活动，全

市博物馆每年服务观众千万人次以上，探索高质量打造“博物馆之城”的“杭州路径”。

2021年，杭州市园林文物局正式成立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处（革命文物处），作为专职部门，配

备专人，系统性开展全市博物馆业务指导工作。博物馆处通过制度建设和专项检查相结合，加强博

物馆藏品管理工作，牢牢守住可移动文物安全红线。2021年底，对全市可移动文物收藏机构藏品

管理工作情况开展了一次专项检查，随后，邀请藏品管理专家，组织博物馆专业骨干力量，建立了

藏品管理工作规范制定工作小组。工作小组研究分析全市博物馆藏品管理普遍性、特殊性，起草了

《杭州市博物馆藏品管理制度（试行）》，经过征求意见和座谈研讨，《制度》于2022年7月1日正式

施行，为全市可移动文物的保护管理制定了统一规范。《制度》施行后，进行了系统宣贯和培训，并

联合杭州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开展了全市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检验了

《制度》实施成效，系统指导了文物保护管理工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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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场馆建设

2021年11月，上城区德寿宫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德寿宫是南宋临安城内重要皇家宫殿和
苑囿建筑，曾是秦桧府邸。德寿宫遗址历经5次考古发掘，发现了德寿宫部分宫内建筑遗迹、东、
南、西宫墙与便门等重要建筑遗迹，博物馆以重华宫正殿遗址本体及考古成果为核心建造。伴随
着西围墙“宫墙红”火爆全网，德寿宫遗址博物馆迅速成为现象级热门博物馆。博物馆线下配置
公益讲解、十二国语言自动导览、虚拟代言人AI讲解、手语导览等服务，参与“宋韵奇妙夜”“丹
青中国心”等大型文旅活动及电视节目，网络传播达百亿量级，成功打造了一个“原址原貌展示
南宋遗迹、原汁原味呈现南宋优秀文化”的宋韵文化地标，获评2023年度浙江省文物事业高质
量发展案例。

2022年12月，中国茶叶博物馆基本陈列提升完成，“茶和天下 芳传古今——人类非遗专题
展”展现了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9项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5项茶俗，成功助力“中国传统
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项目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一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中国茶叶博物馆“一馆两区”，串联起了国内外茶文化核心资源，让博物馆成为对外展示交流
的平台与媒介，全力推进涉茶非遗项目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023年上半年，杭州博物馆、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杭州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中国湿
地博物馆提升焕新，在杭州第 19届亚运会期间综合展现了新时代杭州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成
就。临平区海塘遗址博物馆、玉架山考古博物馆建设如火如荼，在不久的将来将开门迎客。

博物馆举办的临时展览、社会教育活动逐年增加，接待观众量大幅增加。2023年迎来空前
的“博物馆热”，博物馆已然成为青少年学生和市民游客等社会公众争相打卡的文化场所。

探索藏品保护

2017年，杭州市完成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全市共有文物藏品36.7万件/套，
2018年以来，国有文物收藏机构新增文物藏品2.8万件/套。通过管理规范化、研究专业化、保
护数字化、传播国际化，深入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杭州市通过数字科技赋能，文物藏品保护、管理的颗粒度更细，展示、开发、利用的维度更
宽。数字化藏品管理系统实现全覆盖，杭州市园林文物局打造的“杭城迹忆”藏品管理系统等
系列数字化平台为全市博物馆提供了免费的专业化服务，韩美林艺术馆、良渚博物院、萧山博
物馆等有条件的特色大馆也研发了个性化数字产品，为文物的保护利用工作提供了数字防
护。临平博物馆参与的《馆藏文物数字指纹提取鉴别与身份智能管理关键技术》项目成功获得
科技部支持，将文物藏品表面放大数千倍，自动变焦拍摄采集文物微痕，通过智能拍摄算法和
区块链技术，拍摄十余张照片后，自动生成微观特征模型，通过比对这些“文物指纹”，探索可
移动文物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珍藏在各博物馆中的重点文物普遍支持三维立体化展示，大
量线上展厅、基本陈列全覆盖的在线语音导览等服务普惠观众。

深耕馆藏、深入研究是原创展览的基础，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以来，国有博物馆获得国
家级展览类奖11项、研究类奖4项、宣教类奖5项、文创类奖13项，如，临平博物馆“春风又绿
——江南水乡文化展”荣获第二十届（2022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精品奖；
此外还获得省级展览类奖34项、宣教类奖14项、文创类奖19项，其他类型23项。

中国茶叶博物馆承办了在西班牙马德里展出的“茶香器韵·品味中国——中国茶文化展”
等多个展览、参与摩洛哥“中摩茶文化展馆”的建设策划，以茶为媒向世界讲述一片树叶的杭
州故事。重工雕琢的土耳其长袍、缀满绿松石的精美马鞍、西方版《韩熙载夜宴图》萨非王朝挂
毯……匈牙利布达佩斯应用艺术博物馆的 34件（套）精品文物首次在中国丝绸博物馆亮相，
展现了东西方文明密切交流的生生不息。以中国丝绸博物馆、中国茶叶博物馆为代表的文博
机构，通过策划举办跨境展览，召开学术研讨会，参与国内外学术活动，参与拍摄文博纪录片
等途径，持续推动提升杭州国际影响力，向世界讲好“杭州故事”。

叶氏哥窑博物馆

杭州博物馆推出的“发靥的宋潮——宋韵系列研学课程”

青少年学生在莪山畲族馆（五星级乡村博物馆）参加研学活动

“走遍杭州的博物馆”2024“寻宝”之旅正式开启

左：“让文物活起来——杭州的博物馆镇馆之宝”特展
右：杭州的博物馆护照

中国茶叶博物馆在摩洛哥举办茶文化交流活动
中国茶叶博物馆在西班牙举办

“茶香器韵·品味中国——中国茶文化展”

博物馆之城 建设的杭州探索“ ”

优化公共服务

2024 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Museums for Education and Re⁃
search），重点强调文化机构在提供全面教育体验方面的关键作用。杭州市有近30个博物馆长期作为“第
二课堂”基地服务青少年学生，年均开展社教活动6500余场次，参加观众超过255万人次，去博物馆看
展、手作，或者当一名小小讲解员，不只是杭州青少年学生群体的时尚，更是他们的生动课堂，伴随着他
们成长。

研学课程研发也是杭州众多博物馆的“必争之地”。在首届文化遗产研学十佳案例和十佳线路遴选
推介活动中，在杭博物馆获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浙江自然博物院推出的“绿水青山研学营”，中国丝绸博
物馆推出的“蚕乡月令——‘中国蚕桑丝织技艺’非遗传承和推广”获得文化遗产研学十佳案例；杭州博
物馆推出的“发靥的宋潮——宋韵系列研学课程”、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推出的“游于艺”中小学
实物教学及推广项目获得优秀案例。中国茶叶博物馆推出的“非遗茶香”西湖龙井老字号特色文旅线路
获得文化遗产研学十佳线路，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推出的“西湖寻宋”文化遗产研学游线获得文化遗产
研学优秀线路。

2023年，面对空前的暑期“博物馆热”，杭州市园林文物局首先联合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橙柿直通
车》栏目和杭州市民意互动研究中心开展了关于杭州的博物馆错时开放的民意调查，得到广泛的理解、
支持和认同。在闭馆日对杭州博物馆进行专题采访，介绍博物馆在闭馆日的“幕后”工作，让更多观众、
游客知晓博物馆定期“休整”的必要性。经主管部门研判，岳飞纪念馆等 11家实行每天开放，这些馆均
位于主城区、西湖风景名胜区，日常开放所需财政投入小、场馆规模小、文物数量少，交通便利，参观需
求大，且部分馆有门票收入；杭州博物馆等17家调整为周二闭馆，这些馆均为国有中型以上博物馆，日
常开放所需财政投入大、场馆规模大、文物数量多，不适合每天开放，错时开放可以有效填补周一闭馆
期间观众参观需求；杭州海塘遗址博物馆等 24家维持周一闭馆，这些馆分布在主城区外，近年游客数
量增长不明显，周边公共文化设施又相对不足，适宜尊重观众原有参观习惯。随后，杭州市在全国实施
错时、延时开放，让观众、游客每天都有博物馆逛，周一也可以实现逛馆自由的同时，适当分散了博物馆
观众人流，主动回应公众需求，得到观众游客的充分认可，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提升乡村博物馆

2022至 2024年，“新增认定乡村博物馆”连续三年被列入浙江省、杭州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截至
目前，杭州市共认定140家乡村（社区）博物馆，提前超额完成“百”的计划。历史名人的生平画卷、红色
文化的“时光相册”、非遗技艺的活态展示……在杭州，一座座乡村博物馆拔节生长，成为广袤乡间亮眼
的人文景观。目前，杭州共认定乡村（社区）博物馆140家，呈现出“一村一馆”的多元化形态，不仅留住
了乡愁感，还让乡民们有了乡富感、乡喜感、乡乐感。

制度建设，乡村博物馆管理规范化 2023年，市园林文物局组织博物馆业务骨干，针对乡村博物馆
特点和需求，研究制定了《杭州市乡村（社区）博物馆藏品管理制度（试行）》，并正式下发施行。该制度是
全省首个文物主管部门针对乡村（社区）博物馆正式推行的业务管理制度，为乡村博物馆专业化管理和
长效发展打好了基础。在规范管理的同时，探索动态管理机制，指导符合条件并有意愿的乡村（社区）博
物馆登记备案。例如，2023年通过认定的叶氏哥窑博物馆研学活动特色突出，场馆自收自支，运营状况
良好，已于2024年1月正式登记备案为民办非企业，是私人所有乡村（社区）博物馆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的成功案例。

创新思路，打造星级乡村博物馆 杭州市在 2022年率先推行“结对共建”工作，通过“长帮扶”“常
帮扶”的长期合作关系，借助国有博物馆等力量，指导乡村（社区）博物馆规范管理、业务提升，进一步融
入博物馆行业。探索馆际资源互通、展览互办、人员互动，推进乡村（社区）博物馆运营提质升级。

经过3年的培育，一批乡村博物馆“一馆一品”特色初步形成。经各县（市、区）推荐、专家评审、大众投
票、集体研究审议等程序，杭州市评选出了第一批五星级乡村（社区）博物馆6家，四星级乡村（社区）博物
馆15家，三星级乡村（社区）博物馆25家。中泰竹笛博物馆、杭州农历博物馆、汤寿潜故居陈列馆、富阳元
书纸博物馆、峩山畲族馆、千岛湖啤酒博物馆等6家一批环境和设施建设完善、运行管理安全、藏品管理规
范、陈列展览优良、宣传推广成效显著、开放服务水平较高的乡村（社区）博物馆获得五星级。

串珠成链，“乡村博物馆群落”渐具规模 萧山区进化镇以茅湾里印纹陶博物馆为核心，串联辖区
内的葛云飞故居陈列馆、葛理庸葛树滋故居陈列馆、汤寿潜故居陈列馆等4家乡村博物馆和一浮居、宋
韵欢潭展陈馆等文化场馆，打造了具有进化特色的乡村博物馆群。同时充分发挥文化酒店、景区村庄等
资源优势，推出博物馆主题游线，联手开展研学、游学活动，实现文旅融合带动在地经济发展。

余杭区百丈镇在溪口村以打造“乡村博物馆群第一村”为目标，以“新乡人”为主体，先后建成传梭
博物馆、杭州农历博物馆、清廉博物馆，并集聚蔡志忠文化馆、鑫藏修图书馆等一批特色新型乡村公共
文化空间。让文化遗产可亲近、有故事、能体验，不断出圈引流。

这些在杭州市民百姓家门口的博物馆，有效补充了全市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缺环，拓展了博物馆
公共文化服务边界，有利于催化文旅融合，促进乡村振兴，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丰富文化滋养，为社会
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

文博主题宣传“让文物活起来”

围绕年度文博主题开展宣传系列活动是杭州文博的传统，2018年的“家在钱塘”、2019年的“红色记
忆”、2020年的“让文物活起来”、2021年的“红色印记”、2022年的“宋韵迹忆”、2023年的“亚运风采 文
博添彩”等年度主题活动成功举办，其中，“让文物活起来”全媒体传播项目2021年获得年度“中华文物
全媒体传播精品奖”。

2024年，杭州市园林文物局以“让文物活起来”为主题，依托“杭城迹忆”公共服务平台，开展了全市
博物馆“镇馆之宝”评选。共有230个博物馆的309件/套藏品参评，最终评选出市级“镇馆之宝”共66件/
套，以及“镇馆之宝”入围藏品164件/套。围绕评选出的“镇馆之宝”，杭州市园林文物局举办了“杭州的
博物馆镇馆之宝”特展等一系列主题展览，策划了一系列“寻宝”路线，开展了短视频大赛、海报大赛、篆
刻大赛、文创大赛、研学线路设计大赛、“我和博物馆的故事”征文等一系列赛事，开发了一系列主题文
创产品。

“杭州的博物馆镇馆之宝”特展以“镇馆之宝”为主角，系统体现了文物实证杭州历史、文物讲述杭
州故事和文物保护利用的成果。其中，“文物实证杭州历史”用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彩绘陶片、桐庐小青
龙遗址出土玉钺、玉璧、五代钱元灌墓石刻星象图等文物梳理了杭州的历史，“文物讲述杭州故事”板块
所有展品均来自杭州市的非国有博物馆和乡村（社区）博物馆，是杭州市第一次在国有综合性博物馆系
统性运用该类展品，展览为广大非国有博物馆和乡村（社区）博物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展示平台，与国
有博物馆中实证杭州历史的重量级文物形成联动，获得了超高的社会关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走遍杭州的博物馆”让杭城火起来

2023年7月，杭州市园林文物局正式启动“走遍杭州的博物馆”系列活动。设计推出的《杭州的博物馆
护照》、“我是文博推荐官”、探馆、探展、探宝、探活动“四探”活动获现象级关注。2024年“走遍杭州的博物
馆”活动热度不减，以“镇馆之宝”为主题推出了手绘地图和《杭州的博物馆护照》，策划了一系列寻宝路
线，开发了一系列主题文创产品。截至5月底，活动在小红书、微博、抖音三大社交平台的总话题阅读量达
3596.6万，“杭城迹忆”平台注册用户231万个，每日活跃用户保持在3万人左右。去“杭城迹忆”平台参与
活动，赢得一本独一无二的护照，成为“文博推荐官”，开启一场“寻宝”之旅成为杭州的一种新时尚。

“博物馆之城”建设是一个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集中展示，打造博物馆型城市是城市文明品位的体现。
“博物馆之城”的未来场景会是怎样？如何激发城市内核生长？杭州市将继续在探索和实践中做出回答。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处 郎爱萍）

玉架山考古博物馆（效果图）

杭州的博物馆“镇馆之宝”手绘地图

“走遍杭州的博物馆”探展活动来到杭州市萧山跨湖桥遗址博物馆

建德林业科普展示馆（建德市）

鸠坑茶博馆（淳安县）

楼塔记忆馆（萧山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