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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

去、现在、未来的桥梁，在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具有

特殊作用。2023年，济宁市博物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统

领，以主题教育为总抓手，坚持守正创新、突出学以致用、锐

意担当作为，持续推动济宁市博物馆成为弘扬传统文化、奏

响时代强音的重要舞台。

聚焦党建引领
提升干部队伍“基本功”

坚持夯实“抓”的根本，党建主体责任更加牢固。坚持狠
抓党建工作责任落实，坚持抓好学习，出好思路，做好统筹，
当好表率，制定《济宁市博物馆 2023年党建工作要点》，完
善“一把手”负总责，班子成员各负其责的责任体系，配备了
专职党务干部，确保党建目标、人员、措施三到位，切实担负
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坚持丰富“学”的方式，干部队伍活力更加强劲。深入
开展主题教育。截至目前，累计开展“学法读史”活动 12
次，召开党建工作座谈会 4 次，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40 余
次。一是领导班子带头学，开展党组织书记讲党课 2 次，
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 4 次。二是党员代表现场学，组织党
员代表赴微山湖铁道游击队纪念园开展主题党日和党
史学习教育，从革命现场感悟党史、锤炼党性；三是党员
干部一起学，通过开展“学法读史——做悦读党员，建书
香支部”座谈会、“我来讲党课”主题党日等活动，形成了
党建知识一起学、党建活动齐参加、党性感悟共分享的浓
厚氛围。

坚持拓宽“融”的途径，“党建+”先锋引领作用更加凸
显。一是发挥社会服务功能。开展“济宁市博物馆流动展
览”进校园、进社区等宣讲活动 10 余场，举办节假日“党
建+社教”活动 40场，举办各类展览 12个，推出“云游大运
河”“济博微课堂”等线上展览。二是提升对外宣传实效。
与网易新闻济宁、齐鲁壹点、更济宁、知乎济宁等网络平
台深度合作，推出“劳动最光荣、我们的力量”等党建宣传
视频。济宁市博物馆第二党支部被评定为济宁市市直机
关五星级支部。

聚力主责主业
吹响陈列展览“总号角”

济宁特色文化展深受喜爱。文化中心馆现设 7个基本
陈列——有以反映始祖文化、邹鲁文化、儒家文化、水浒
文化为主线的济宁千秋展；有以展示“天下汉碑半济宁”

“济宁汉画甲天下”为主旨的石刻艺术展；有以反映京杭
大运河贯穿济宁史实为基础，以弘扬运河文化、振兴济宁
经济为宗旨的运河文化展；有展示济宁古老大地上现存
的反映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性遗存的人文胜迹展；有以
展示金石书画大师朱复戡作品的朱复戡艺术馆；有以反
映济宁革命军事斗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的济宁革命军
事馆；有以数字化手段展示当代美丽济宁的具有临场性、
交互性、参与性特点的数字济宁展。古槐路馆常设两个固
定展览：“礼成家国——济宁礼俗风情展”根植于济宁厚
重历史文化所孕育的民俗礼节，着重展示对今天仍有积
极、普遍意义的传统文明礼仪，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如何加
以改造和传承，对于倡导文明的社会风气，颇具现代价值
和意义；“我家就在岸上住——济宁运河风情展”通过精
心挑选的文物展品和匠心独运的展陈设计，通过展示济
宁大运河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生动讲述了大运河的
前世今生和运河上流淌不息的故事。两个馆区一个位于
文化氛围浓厚的太白湖畔，一个位于人文气息丰富的城
区，均备受群众青睐，观众络绎不绝。朱复戡艺术展荣获
第六届全省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优秀奖。

丰富多彩专题展览好评无数。济宁市博物馆积极引进
专题展览，与宁夏石嘴山市联合策划推出“千古文明——
贺兰山岩画专题展”，与四川省绵阳市联合策划推出“涪
城汉韵——四川省绵阳市博物馆馆藏汉代精品文物展”，
与甘肃省平凉市联合策划推出“和合一观——平凉金铜
造像艺术展”，与陕西省安康市联合策划推出“延寿长
相思——安康博物馆馆藏秦汉瓦当展”，与滨州市博物
馆联合策划推出“黄河之水天上来——历代黄河舆图特
展”，丰富多彩的临时展览让济宁市民在自家门口近距
离了解异域文化，受到市民朋友一致点赞。同时，深挖馆
藏文物特色，修复馆藏书画作品，利用 2023 年“5·18 国际
博物馆日”的契机，推出“翰墨丹青——馆藏书画修复成
果展”，向世人展示抢救性保护修复的 50 余件珍贵书画
文物。同时，积极“走出去”，把带有济宁浓厚文化色彩的

“汉画像石上的孔子与鲁礼文化拓片展”传播到山东德
州、枣庄、聊城、日照，河北沧州、江苏徐州，以及宁夏石
嘴山、四川绵阳、重庆万州等地，为省内外观众打开了一
扇了解汉代人文历史和画像石艺术的窗口，不仅展示了
汉碑雄浑厚重、古拙凝练的艺术效果，更展现了济宁地
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
长。2023 年，分别与黄河流域的宁夏固原县、石嘴山市，
长江流域的重庆万州市等重点地区的重点城市博物馆签
订了框架协议，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通过馆际交流的平
台，济宁市博物馆进一步拓展交流渠道、创新交流方式、
丰富交流内容，为促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人民幸福贡献
了博物馆力量。

文化互通共融，展品交流广受青睐。展品交流、联合办
展是当前博物馆行业发展的趋势和特色。济宁市博物馆
不断做好馆际文物交流合作，让更多的文物走出库房、走
上展线。重点参与的“礼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
特展于 2023年 10月 18日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展，展
出济宁市博物馆馆藏文物精品 14件套，其中一级文物 9件
套，讲述济宁在中国东方文明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济
宁市博物馆参与承办的山东九地博物馆“汤汤大河 生生
不息——山东地区黄河文明”特展，馆藏 10件套文物精品
在济南市博物馆展出，展现黄河下游济宁地区悠久的历
史文化底蕴。另外，还参与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博东馆）

“大运河与北京”等一批大展、特展，真正实现文物“活”起
来、“走”出去。

济宁市博物馆
守正创新担当作为 文博事业蓬勃发展

济宁市博物馆

聚集宣传教育
打造城市形象“新地标”

文博资源共建共享。成功入选山东省社科普及基地，第二批山东省师德
涵养基地，山东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专题实
践教学基地，山东省科普教育基地，第三批省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济宁市
第十批“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基地”成立济宁市博物馆主题邮局；获评济宁市

“最美公共文化空间”。
社教活动丰富多彩。在传统节日、重要纪念日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社

会教育活动68余场次，累计提供免费讲解369场，惠及群众84.57万人次。其中
文博大课堂“家乡的古建筑——榫卯之谜”“时光倒流 彩陶重现”考古发掘活
动、“钻木取火 致敬劳动”等活动深受群众喜欢。同时，积极开展流动博物馆
进社区、进学校、进军营、进养老院等，3000余名群众参加活动，了解济宁深厚
历史，感悟济宁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济宁市博物馆被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
委宣传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评为首批省级校外美育实践基地。2023年5月
6日，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下发《关于公布第五届全省博物馆十佳优秀社会教
育活动案例评选结果的通知》，济宁市博物馆“‘我家就在岸上住’——大运河
的故事”获全省博物馆十佳社会教育案例。济宁市任城区教育和体育局发布

《关于拟引入第三方参与校内课后服务第一批遴选名单公示》，经专家评审，济
宁市博物馆入选任城区第一批引入社会机构名单，参与校内课后服务工作。

博物馆联盟助力发展。完成济宁市博物馆联盟换届工作，借“5·18国际
博物馆日”之机，举办济宁市中小博物馆三年提升行动签约仪式暨济宁市博
物馆联盟高质量发展学术报告会，邀请山东博物馆学会办公室主任王霞以

“博物馆评估定级”为题作专题讲座；邀请故宫博物院器物部研究员徐琳教
授以“中国古代玉器鉴赏”为题作专题讲座。同时，邀请知名专家开展文物公
益鉴定活动，深受群众欢迎。济宁市博物馆获批常态化“文物鉴定咨询服务
机构”。策划开展红色文化研学游活动10余场次，参与学生900余人次；1名
讲解员获评“山东省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

聚心文物保护
打好守正创新“组合拳”

可移动文物保护成效显著。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积极对上争
取中央级文物保护资金，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项目（二期）稳步推进。该项
目对新旧两馆文物库房进行升级改造，根据文物保管需要配置一定数量的
文物柜架，增配一批恒温恒湿储藏柜，并对原有的展柜进行恒温恒湿改造，
以保证珍贵文物储藏微环境的相对稳定性及较高的洁净度。积极申报2024
年度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馆藏陶瓷文物保护修复项目和可移动文物数
字化保护项目（二期）已完成上报，等待审批。馆藏陶瓷文物保护修复项目拟
对馆藏 145件陶瓷器进行保护修复，其中二级文物 6件，三级文物 29件，未
定级文物1件，一般文物109件。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项目（二期）拟完成
254件重点馆藏文物的三维数据采集及模型制作，完成150件重点馆藏文物
的二维数据采集及制作。积极开展馆校文物研究交流合作，搭建合作平台，
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完成修复、研究馆藏
薛国故城出土文物项目。

文物修复资质成功取得。经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批准，济宁市博物馆获
得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业务范围包括玉石器、陶器、瓷器、铜器、金银器、铁器、
书法、绘画、钱币、碑帖拓本、文物保存微环境控制技术保护等类别。可移动文物
修复资质证书的成功获批，证明了济宁市博物馆在文物保护业务方面达到了文
博行业认可标准，具备了能够独立开展文物保护修复技术的能力，也标志着在
文保项目方案编制、文物修复技术上能够提供专业性指导。“济宁市博物馆馆藏
纸质文物保护修复项目”成功入选山东省十大文物保护修复优秀案例。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有条不紊。2023年 5月编制济宁市博物馆崇觉
寺铁塔古建筑保养维护设计方案，对崇觉寺铁塔范围除铁塔及声远楼以外
的8处古建筑进行保养维护，8月该方案已经济宁市文旅局专家评审会通过
并拨付资金实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崇觉寺铁塔古建筑保护修缮项目
获国家文物局批复通过。编制济宁崇觉寺铁塔古建筑—铁塔基座、声远楼保
护修缮方案，8月已经山东省文旅厅批复同意实施。完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崇觉寺铁塔及其附属建筑地形图测绘方案编制及测绘工作。在国家文
物局最新印发的《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中，济宁市博物馆共有 8
通碑刻石刻文物入选，数量位居全省地市级博物馆第一。

安全保卫周密稳妥。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
方针，为文物安全提供外围保障。2023年，两个馆区共开展日常巡查 13140
次，安全大检查 36次，开展夜间动态巡查 128次，排查各类隐患 50余项。所
有隐患指定整改责任人，并完成闭环整改，确保隐患消除；科学谋划三防（消
防、安防、防雷）资金投入，累计投入65万余元用于古槐路馆安全水平提升；
修订完善安全制度4项，编制并修订《安全管理制度汇编》，抓总抓细安全管
理，构建切合实际的安全组织构架；组织各类消防、防爆、防汛等应急演练10
余次，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开展教育培训 260余人次，签订安全责任
书56份，提高员工安全素养。1名同志获2023年度山东省“十佳消防志愿者”
荣誉称号。

聚合精兵强将
打赢重大活动“主动战”

累计抽调本馆精兵强将 40余人次，圆满完成上级交办的 2023中国·济
宁研学旅行创新发展大会、全国杂技展演、第九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山东
博物馆综合业务培训班等重大活动工作任务，特别是作为重点承办单位，圆
满完成了第九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文物（博物馆）分论坛的所有接待及后勤
保障工作，受到山东省文旅厅及国内外嘉宾的一致称赞。2023年10月13日，
第九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2023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济宁市筹备专
班下发《表扬信》，济宁市博物馆及15位同志受到通报表扬，5名同志获得市
委市政府通报表扬。

蓝图绘就，正当扬帆破浪；重任在肩，更需策马扬鞭。下一步，济宁市博物馆
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统领，把主题教育贯穿始终，紧紧围绕建设世界文化旅
游名城、全国一流文化名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先行示范区等全市中心
工作，以新作为、新气象，为济宁市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博物馆力量。

在馆藏文物保护上持续用力。扎实开展馆藏文物定级工作，进一步充实
馆藏珍贵文物数量；开展济宁市博物馆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项目（二期）、
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项目（二期）、馆藏陶瓷文物保护修复项目。

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上精准发力。编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崇觉寺
铁塔及其附属建筑群维修方案，认真做好崇觉寺铁塔古建筑保护修缮工作。

在陈列展览上齐心合力。在原有展陈基础上，积极推进“济宁考古与发
现成果展”“济宁石刻艺术展”两大固定展览。同时，加大与“一带一路”沿线
城市、黄河流域重点城市、长江流域重点城市、大运河沿线城市的展陈交流，
开展“汉画像石上的孔子与鲁礼文化拓片展”临展、巡展。

在交流互鉴上群策群力。充分发挥济宁市博物馆国家一级博物馆的引
领作用，以济宁市博物馆联盟为平台，加强全市博物馆馆际交流，加大对其
他场馆的文化帮扶力度，不定期组织召开学术会议。

在文创研发上尽心尽力。加强统筹协调，根据博物馆特色文物展品，设
计打造有济宁博物馆文化文物符号的文创产品，提升济宁博物馆的品牌影
响力和美誉度。 （执笔：张超 徐珊）

济宁市博物馆“汉画像石上的孔子与鲁礼文化拓片展”在重庆三峡移民博物馆（万州区博物馆）开展

“汉画像石上的孔子与鲁礼文化拓片展”在宁夏石嘴山市博物馆开展 文物公益鉴定现场

文博大课堂“家乡的古建筑——千年古迹”

幼儿园走进博物馆，体验非遗文化清明节社教活动——“梦回商周 青铜之美”

文博大课堂之剪纸活动“弘扬海军精神，赓续红色血脉，践行初心使命 ”主题党日活动

“甘肃平凉金铜造像艺术展”在济宁市博物馆开展济宁市博物馆联盟高质量发展学术报告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