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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

浙江绍兴

乡村博物馆“活”起来

浙江省文物局、 省博物馆学

会近期公布了

2023

年浙江省星级

乡村博物馆名单， 绍兴有

5

家乡

村博物馆入选。 此外，绍兴“用精

品博物馆示范引领乡土文化窗口

建设” 还被浙江省文物局作为乡

村博物馆建设优秀案例在全省

推广。

名人文化、红色根脉、乡土特

色、 乡愁记忆……在实施乡村振

兴的过程中， 一座座乡村博物馆

遍布绍兴各地。 据了解，

2021

年绍

兴启动“助推乡村文化振兴，做精

做强百家乡村博物馆”活动。 截至

目前， 全市共建成市级精品乡村

博物馆

100

家、 省级乡村博物馆

54

家，涵盖红色印记、非遗保护、

乡土记忆、名人故居、科普教育、

特色产业等主题。

被评为浙江省五星级乡村博

物馆的谢晋故里·乡村电影博物

馆位于上虞区谢塘镇， 是一处可

玩、可赏、可演的多功能新型文化

空间。 该博物馆由

20

世纪

80

年

代的老式粮库建筑在保留历史纹

理的基础上改造而成， 用近

7000

件展品展示谢晋导演丰富的艺术

人生与故乡的风土人情。 据谢晋

故里·乡村电影博物馆相关负责

人介绍，博物馆以“谢晋故里，邀

您入戏”为主题，由谢晋电影艺术

馆、

1923

片场、电影研学馆、乡村

书屋、电影游艺馆等馆舍组成。 其

中，电影研学馆通过强互动、重体

验的主题内容展示电影原理、创

作生产流程， 打造长三角独具特

色的电影研学体验馆； 乡村书屋

是以谢晋书柜为精神符号的乡村

共享书屋。

乡村博物馆让沉睡的记忆

“活”起来，激活乡村发展要素，成

为当地的文化新空间， 激活了当

地乡村的文化旅游， 丰富了当地

村民的生活， 以文化力量为乡村

振兴赋能。

“在这里，不仅有绍兴种茶历

史，还有越地的相关茶俗展示，以

及文人雅士茶道品茗的图文场

景， 是一个越茶文化展示窗口和

交流体验平台。 ”在柯桥区平水镇

新平阳村的越茶博物馆内， 喜爱

越茶文化的张丽一边参观一边

感叹。

拥有

500

余件藏品的越茶博

物馆，集茶展览、培训、包装、销售

等功能于一体， 采用传统与多媒

体技术手段结合的形式， 全面生

动地展示越茶历史、越茶产业、越

茶风俗和越茶文化等。

为进一步提升乡村文化的

影响力与乡村旅游的吸引力 ，绍

兴鼓励乡村博物馆积极开展形

式多样的研学游、 主题研讨会、

沙龙讲座、 乡风民俗等特色活

动，为游客提供更多乡村游的选

择。 通过与绍兴市茶叶学会合作

开展“宋韵越茶研讨会”，越茶博物

馆 进 一 步 提 升 了 乡 村 博 物 馆 知

名度。

乡村博物馆实现了文化场馆建

设从城市到乡村的延伸和乡村文化

的多元发展。 建设乡村博物馆，除了

作为乡村文化展示的窗口外， 主要

目的是服务共同富裕， 通过文化赋

能的方式打通乡村博物馆公共文化

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在满足村民

精神富裕需求的同时， 实现富民强

村，助力乡村振兴。 位于诸暨市马剑

镇黄家店村的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

支队纪念馆， 将红色景点与农业联

系起来，发动村民种植水蜜桃、黄桃

等果树，打造“十里桃花遍地春 ，金

萧烈士永长存”的红色旅游目的地，

助力村民增收。

一座座满载乡土气息、 充满乡

村特色的乡村博物馆正在绍兴广袤

的乡间构筑起别样的风景。“乡村博

物馆以‘小而美’‘小而精’为目标，

把深藏在乡村的特色文化挖掘出

来、传播出去，把乡村博物馆打造成

为有特色、有乡愁、有故事的高品质

文化场所。 未来，绍兴将进一步调查

摸排， 筛出一批可提升的现有乡村

博物馆、 摸出一批待建设的乡村博

物馆， 不断壮大绍兴市精品乡村博

物馆队伍， 为绍兴打造‘博物馆之

城’添砖加瓦。 ”绍兴市文化广电旅

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党云峰）

四川广安：梨园春色美 融合促发展

随着气温回升， 四川省华

蓥市禄市镇广安蜜梨现代农业

园区的梨花相继绽放 ， 吸引不

少市民前来踏青赏花 ， 乐享春

天的美好。

据悉 ， 华蓥市依托广安蜜

梨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 ， 在做

精一产业 生 产 基 地 和 做 大 二

产业冷链、物流 、仓储 、加工 、

品牌的 同 时 ， 做 强 做 靓 三 产

业 休 闲 农 业 与 乡 村 旅 游

, �

在

产 业 园 兴 建 了 蜜 梨 主 题 公

园 、 梨 香 花 海 和 蜜 梨 度 假 村

等

, �

实 现 一 二 三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 �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图为

3

月

23

日 ， 市民利用

周 末 在 四 川 省 华 蓥 市 禄 市 镇 广

安蜜梨现代农业园区的“广安蜜

梨 主 题 公 园 ” 踏 青 赏 花 ， 乐 享 春

天的美好。

邱海鹰 摄

吾乡

山西静乐：

乡风民韵释放潜力

走进山西省静乐县，“静乐八景”、 牛栏小

镇、程子坪民宿、庆鲁村窑洞等旅游目的地别

具一格；“静乐生活·不夜鹅城” 夜间文旅消费

集聚区、民间艺术、非遗传承、传统美食有机融

合，争相绽放。

多年来， 在文化和旅游部定点帮扶下，静

乐县重点打造“三山两河”旅游品牌，渐成区域

优势，辐射其他乡镇。 越来越多游客走进此处，

寻赵王遗风、观五彩藜麦、访明清书院、览鹅城

新韵、享绿色土豆宴，深度体验静乐别样的乡

风民韵。

“静乐县一直致力于通过‘诗和远方’融合

的美丽文旅资源宣传推介静乐藜麦。 ”

2023

年

4

月， 在文化和旅游部举办的定点帮扶地区文

化和旅游推介会上，静乐县副县长卢胜辉着重

介绍了静乐县依托藜麦产业，打造现代体验型

旅游景点、举办藜麦文化旅游节，让更多人了

解特色鲜明、充满活力的静乐县。

独特的资源禀赋， 让静乐县走上了文旅与

生态、农业融合发展之路。 近年来，文化和旅游

部不断完善政策措施，健全发展机制，以旅游

推动乡村振兴。 静乐县用足用好用活各项政策

红利，更好满足游客新需求。 目前，静乐县乡村

旅游发展势头良好，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来静乐

县观光旅游、品乡宴、购土特产的省城游客日

益增多。

作为忻州文旅推介的重要阵地和窗口，在

今年

1

月公布的忻州古城人气排行里，用来展

示静乐特色风物的“静乐县院落”在列。 静乐生

活民宿位列民宿人气榜第三名，足见游客对静

乐建筑人文、非遗民俗、地方美食的喜爱。

今年， 静乐县文化和旅游局将积极与县外

文旅运营企业对接，将现有的成熟文旅资源投

入运营。 同时，借助文化和旅游部帮扶优势，通

过达人、明星以及各类展示活动，更好地宣传

静乐、推介静乐，早日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

增长点。 （朱萌）

河南淮阳：

传统庙会涌动“阅读潮”

3

月

23

日适逢周六， 河南省周口市淮阳

区太昊陵广场人流如潮。

“压缩馍，压缩馍，小孩吃了考大学！ ”伴

着商家热情的叫卖声， 热气腾腾的压缩馍、造

型独特的泥泥狗、憨态可掬的布老虎吸引着游

客的目光。

“寓意学业有成的压缩馍少不了， 书展更

少不了。 ”爱读书的中学生邓笑笑此行目标很

明确———一袋馍馍一提书。

在淮阳这座小城， 每年农历二月初二到三

月初三， 都会迎来一场长达一个月的庙会———

羲皇故都朝祖会。 逛庙会是当地传统民俗，庙

会上的书展，更是让人们在逛庙会的同时享受

到了文化盛宴。

步入书展展厅现场， 种类丰富的图书让人

目不暇接。 综合区、青少年区、特色区……淡淡

墨香吸引着众多读者驻足。

首次参展的中国友谊出版社北京创美汇品

图书有限公司发行总监张小兵介绍，他们带来

了一百多个品种的文学、社科、少儿、教辅书籍

供读者选购。 书展规模之大、游客之多、惠民力

度之大、阅读氛围之浓，让从早八点一直忙到

晚八点的张小兵对本次书展充满了期待。

作家现场签名， 让读者倍感惊喜。 现场签

售《巍巍太行起天河———红旗渠故事》 的作者

张芳云表示：“希望通过书展活动，传递红旗渠

精神。 ”

凭购书小票， 读者还可以兑换立体造型的

泥泥狗巧克力、 浮雕造型的泥泥狗伏羲饼、高

分伏羲馍、 即食胡辣汤等

4

款特色文创美食。

书展、美食、庙会、传统文化融为一体，读者直

呼不虚此行。

据淮阳区区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区政府

党组成员王晖介绍，今年的第二届周口伏羲书

展活动

3

月

11

日拉开帷幕 ， 持续到

3

月

24

日。 本次活动以“有质量的阅读，有深度的思

考”为主题，还推出了购书补贴优惠措施，旨在

激发市民的读书热情。 （据《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