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IANJIANG EVENING NEWS

9

·悠游
2024.5.21 星期二 责任编辑：黄葆青 版式设计：管继承 责任检校：冯懿雯

扫码看
百丈村博专题

“你有梦想，我有承载梦想的土地。”今年农历

新年后，余杭百丈镇全球招募乡村博物馆合伙

人。两个月后，招募令就“摇”来了新人，在当天的

活动现场，百丈镇和精微艺术馆、青瓷艺术馆分别

签署了项目合作书。为了吸引更多人才参与建设

乡村博物馆，百丈镇在现场出台了“乡村博物

馆+”黄金 10 条政策，内容包括最高免三年租金，

每年上限100万元；经有关部门审核，对符合要求

的投资主体最高奖励 300 万元装修补贴；对于积

极开放公益活动、组织各类活动的场馆，进行各类

不同补贴等。

地处杭州西北端的百丈镇，长期以来文化设

施比较少，但随着传梭博物馆、农历博物馆、蔡志

忠文化馆等场馆的陆续开放，现在又新增了清廉

博物馆、精微艺术馆、青瓷艺术馆等文化项目，不

仅本地老百姓可以就近享受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

务，还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参观游玩，带动了乡村

民宿、农家乐的发展，实实在在推动了在地村民增

收。

据悉，百丈镇计划用三年时间，围绕溪口村打

响“乡村博物馆第一村”的品牌，建设10家省级乡

村博物馆，持续探索将博物馆资源转化为推动

乡村经济发展的新路径，使乡村博物馆真正成为

带动乡村整体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

载体。

为了打响“乡村博物馆第一村”的品牌，百丈

镇还设置了 3 万元奖金，面向社会征集“村博”品

牌logo，要求时尚简洁、易于国际传播、符合乡村

博物馆和百丈镇的属地特质，同时能体现“看乡

村 创万物”的包容性，截止日期为2024年8月18

日。投稿邮箱：Baizdqfwzx@163.com，联系人：

李佳佳，电话：0571-88563802。

近年来，余杭区持续推动乡村博物馆成为汇

聚乡村文化力量、促进文旅融合的重要平台。

2023 年 11 月，余杭区文广旅体局联合区财政局

出台了《余杭区关于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

共文体服务暂行办法》，对包括民办乡村博物馆

在内的由社会力量举办的文

体场馆进行补助，进一步形成

类型丰富、主题各异的乡村博

物馆群落。目前，余杭区已建

成18家省、市乡村（社区）博物

馆，其中浙江省乡村博物馆 8

家。

装修补贴最高300万元，每年最高免房租100万元

余杭百丈发布“黄金10条”
把溪口村打造成乡村博物馆第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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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每年补助房租100万元，可连续补贴三年；装修补贴最高300万元⋯⋯5月18日，在杭州余杭区举行

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活动上，余杭百丈镇官宣了乡村博物馆合伙人计划，涉及租金补助、装修补助、运营补助等

措施，同时公布了把溪口村打造成“乡村博物馆第一村”的三年目标，并向全社会征集“村博”的logo。

理想中的乡村博物馆应

该是什么样子？它们真正

的作用该如何发挥？5 月

18 日，博物馆专家、中国

茶叶博物馆原馆长吴晓力

在杭州余杭区举行的国际

博物馆日主题活动上发出了

“灵魂拷问”。

2021年9月，作为全国三个乡村博物馆建设试

点省份之一，浙江启动乡村博物馆建设项目，提出在

“十四五”期间建设 1000 家乡村博物馆。经过近三

年的努力，目前浙江的乡村博物馆数量已经达到

776家，涵盖红色根脉、非遗技艺、乡村记忆、民俗风

情、村史乡贤、科普教育、书画艺术、民间收藏等十余

个类别，成为一道道广袤乡野上多彩的人文风景线。

“乡村博物馆作为一种新形态的文化现象，是

标准博物馆在农村的嵌入和延伸。”在吴晓力看来，

余杭百丈镇就是一个可以让乡村博物馆变得有趣、

出彩的地方。“除了相关部门的政策支持和资金保

障，余杭与杭州主城区在区位上不远不近的‘距离

感’，有利于城乡文化的频繁互动，也让人们在余杭

乡村博物馆更容易找到既亲切又新鲜的文化滋养

和景观体验。”

吴晓力建议，乡村博物馆应该主动“进城”，寻

找更多文化切入点吸引游客，成为一座城乡共享的

文化新空间。

“很多人系统获取文化知识的渠道在于城市，

这也导致乡村博物馆的主要客源地就是城市，如何

让乡村博物馆借助清晰的形象、特色的展藏、活跃

的姿态和规范的管理，以更强的品牌创造力在城市

中提升关注度和影响力，应该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

重点工作。此次百丈镇推出的奖励机制和Logo征

集，就是树立乡博品牌、扩大影响力的重要契机。”

本报记者 周丰

乡村博物馆要主动“进城”寻找更多引流新机遇

“乡村博物馆是重要的优秀

农耕文化载体和传播途径，

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当

下，它在保护与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作用正

变得更为弥足珍贵。”5 月

18日，在杭州余杭区举行的国

际博物馆日主题活动上，中国美术

学院教授、首批浙江省文化和旅游智库专家王其全

这样说。

一座乡村博物馆，该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和特

点，实现可持续发展？他用了三个关键词，载体、聚

焦和创新。

在最重要的藏品上，王其全认为除了丰富性，

更要专业聚焦于整体保护当地乡村文化的独特性

和多样性，展示某一文化领域的特色和亮点。

“乡村博物馆的藏品应该‘博’而不‘杂’，并设

有专题馆体系化地展示非遗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

的代表作，这一重建的生态系统能够凸显乡村文化

较高的精神、思想、技艺和智慧。”他说。

在王其全看来，乡村博物馆通过政府主导充分

吸纳了社会参与力量，凸显出了更强的灵活性和针

对性。目前我国的乡村旅游已成长为万亿级别的

新兴产业，可持续的迭代升级则需要优质文化和创

新模式来注入更多含金量。乡村博物馆作为高辨

识度的地方文旅IP，自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大树参天，需要合适的土壤、气候。优质的乡

村博物馆现身百丈，并非偶然。”王其全表示，建设

一座高质量的乡村博物馆，不仅需要地方政府有远

见、有情怀，做好顶层设计和长效机制来充分挖掘

在地文化底蕴、丰富产品供给、实现资源互补互利，

还要做足营运推广，吸引更多客流量实现良性的

“自我造血”，百丈镇的创新做法已经为全国树立起

成功典型。他期待，未来有更多人走进乡村成为

“麦田里的守望者”。

本报记者 周丰 黄葆青

期待更多人成为“麦田里的守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