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锅是重庆的一张名片，但知晓重庆火锅历

史 的 人 却 不 多 。 在 重 庆 市 九 龙 坡 区 金 凤 镇 文 昌

村，有一座高约 37 米、直径约 21 米的外形酷似“火

锅”的建筑，它就是创建于 2002 年的重庆三耳火锅

博物馆。如今，该馆馆藏火锅器具已有 1000 余件，

包括商代、唐代、明代等时期的火锅，以及德国旋

转火锅、法国浪漫铸铁火锅等。不仅如此，它的创

办者、现年 70 岁的聂赣如还收藏了 2 万余件与火

锅相关的楹联、书画作品。

类似的非国有博物馆在重庆九龙坡区还有黄

桷坪钢琴博物馆、九龙沉香博物馆、重庆三耳石刻

博物馆……“这是九龙坡区近年来采取政府引导、

社会参与、市场运营模式，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打造

博 物 馆 群 ，提 升 全 区 人 民 文 化 素 养 所 取 得 的 成

果 。”九 龙 坡 区 文 化 委 员 会 主 任 彭 斌 说 。 截 至 目

前，九龙坡区已建、在建和筹建的各类博物馆有 17

个，其中 12 个已建成——国有博物馆 4 家、非国有

博物馆 8 家。

政府给力，支持社会办馆

这是一台 3 米长的“巨无霸”——产于 1855 年的

查克林钢琴，还有斯坦威钢琴、贝茨斯坦钢琴……九

龙坡区居民张先生带着 5 岁大的儿子在黄桷坪钢琴

博物馆参观，了解钢琴的发展史，孩子不时地发出惊

叹的声音。

据了解，黄桷坪钢琴博物馆于 2015 年在九龙坡

区九龙外滩商业广场正式开馆，总面积 3000 余平方

米，分为钢琴历史长廊、琴王区、体验区等九大区域，

馆内有查克林、斯坦威等来自世界各地 150多个品牌

的 200余架钢琴。

“九龙坡区委、区政府针对博物馆前期投入及

运营经费大的问题，在房租、装修等方面都给予了

一定扶持，并指导博物馆深入挖掘文博资源，开展

艺 术 培 训 、展 示 活 动 等 ，推 动 博 物 馆 健 康 良 性 发

展。”黄桷坪钢琴博物馆馆长叶晧说。

近年来，九龙坡区着力健全政策支持、优质服

务、搭建平台等方面的引导机制，相继出台了《九龙

坡区博物馆规划建设方案》《关于促进非国有博物

馆发展的意见》等，提出对非营利性非国有博物馆

建设用地，可根据投资主体需要采取划拨方式供

地；区内各类文化场馆在不影响主体功能的情况

下，优先为非国有博物馆提供馆舍；新建或改扩建

非国有博物馆给予项目补助；非国有博物馆水电气

等消费按居民生活价格标准收费。“黄桷坪钢琴博

物馆建设在项目审批、规划、环评等方面均享受到

政府‘一条龙’‘保姆式’的服务，因而仅历时 14 个月

便建成投用。”叶晧表示。

此外，九龙坡区还积极帮助各类博物馆搭建

宣 传 平 台 ，举 办 鉴 赏 拍 卖 、艺 术 论 坛 等 系 列 活

动。因地制宜地以音乐、美术等主题打造文化街

区 ，为 同 主 题 的 博 物 馆 聚 积 文 化 氛 围 ；联 合 旅 游

部门打造“九龙文化一日游”旅游项目，开辟富有

特色的“博物馆之旅”，促进博物馆相关文化产业

消费。

因地制宜，创新建馆方式

九龙坡区文化底蕴深厚，社会力量投资兴建

博物馆的意愿较高。根据市场规律、行业特点和

投资主体意愿的不同，该区探索创新民资独建、政

企联建、政建民营的博物馆建设模式。对投资主

体 有 充 足 的 项 目 资 本 的 ，采 取 社 会 投 资 、政 府 补

贴 、独 立 运 营 的 模 式 建 馆 ，政 府 按 照 投 资 总 额 的

30%、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给予补贴，较大的项目

按照“一事一议”原则，可给予不超过 300 万元的补

贴。目前，九龙坡区以民资独建模式建成了九龙

沉香博物馆、重庆三耳火锅博物馆、黄桷坪钢琴博

物馆、重庆三耳石刻博物馆等。对承担公共文化

职能、社会投资主体投资额不足的，区政府采取政

企联建模式，博物馆建成后由社会投资主体负责

运营并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截至目前，已建成华岩

佛教博物馆等。而对于承担更多公共文化服务、

社会投资主体投资意愿不足的，则由政府出资建

馆 ，博 物 馆 建 成 后 ，委 托 专 业 机 构 或 社 会 组 织 运

营。目前，采取政建民营模式已建成刘伯承六店

旧居纪念馆等。

下一步，九龙坡区筹备建设重庆建川博物馆、

重庆三耳木雕博物馆、走马故事博物馆等 5 个博物

馆，其中重庆建川博物馆依托重庆抗战兵器工业

旧址群的抗战生产洞将建设兵器发展史博物馆、

重庆码头文化博物馆等 8 个主题展馆，打造抗战兵

工旅游景区。

积极引导，提升服务水平

近年来，九龙坡区采取资金补贴、购买服务、文

化消费直补和专业指导等措施，推动和引导博物馆

更好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满足群众文化需求。比

如，对免费开放的非国有博物馆，根据免费开放天

数、参观人数、展馆水电开支情况等，经审核认定后

给予每年不超过 10 万元的日常运营补助；非国有博

物馆在等级评定、征集藏品、人才培养等方面与国有

博物馆享受同等待遇；国有博物馆与非国有博物馆

建立对口帮扶机制，在藏品收藏、布展、保护等方面

给予专业指导；加强对非国有博物馆工作人员的专

业培训，等等。

“刘伯承六店旧居纪念馆自开馆以来，区主管部

门在管理营运、文化建设、文物收藏等方面都提出了

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刘伯承六店旧居纪念馆馆长

刘舰说。

2016 年以来，九龙坡区共发放非国有博物馆日

常运营补贴 100万元，向非国有博物馆购买公共文化

服务 12 项，购买服务资金累计 80 万元，共有约 15 万

人次参与活动。

如今，九龙坡区的博物馆积极开展讲座、艺术培

训等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社会教育及服务活动，非

国有博物馆定时向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和军人

等实行免费开放，2016 年累计接待参观者 86.73 万人

次；区域公共文化服务和相关文化产业发展进一步

提档升级，市民人文素养逐步提升。

资 讯

6 2017年 6月15日 星期四E-mail：zgwhb2017@126.com 电话：010-64299631

本版责编 舒 琳文化遗产

重庆九龙坡区：

引入社会资本打造博物馆群
本报驻重庆记者 侯文斌 文/图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

近日，由山东省文物局、中国文物

交流中心主办，菏泽市文物局承办

的山东省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培

训班在菏泽市举办。此次培训旨

在 提 升 山 东 省 博 物 馆 文 创 开 发 、

版 权 保 护 、品 牌 经 营 等 各 方 面 水

平 ，推 动 山 东 省 博 物 馆 文 创 产 品

开发工作进展。山东各地 50 多家

博物馆的馆长及文创产品开发骨

干 80 余人参加了培训。

此次培训邀请了业界知名专

家、高校学者授课，内容包括博物

馆 文 创 产 品 开 放 政 策 解 读 、博 物

馆文创产品知识产权相关法律问

题 、博 物 馆 文 化 创 意 产 品 开 发 实

践及运营管理等。培训班还专门

设 计 了 经 验 推 介 、专 题 座 谈 环

节 ，潍 坊 市 博 物 馆 、菏 泽 市 博 物

馆 进 行 了 经 验 分 享 ；来 自 博 物

馆 、高 校 和 文 创 企 业 的 代 表 踊 跃

发 言 ，交 流 开 发 营 销 的 经 验 ，探

索 资 源 共 享 、与 社 会 力 量 合 作 的

方 式 。 座 谈 结 束 后 ，潍 坊 市 博 物

馆 、菏 泽 市 博 物 馆 倡 议 成 立 了 齐

鲁文创联盟 。

近 年 来 ，山 东 省 文 物 局 深 入

挖 掘 整 理 全 省 文 物 资 源 ，加 紧 推

进 博 物 馆 文 创 产 品 开 发 。 截 至

2016 年底，山东全省 60 余家博物

馆 研 发 了 包 括 办 公 用 品 、生 活 用

品 、节 日 礼 品 等 在 内 的 二 十 大 类

千 余 种 创 意 产 品 ，社 会 效 益 和 经

济效益初步显现。

值“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之际，6 月 9 日至 12 日，

由文化部非遗司支持，河北省文化厅、北京市文化

局、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河北廊坊市人民政府主

办的第三届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展暨第十届河

北省民俗文化节在廊坊市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第五

届廊坊特色文化博览会也同期举办。文化部非遗

司、京津冀三地文化部门及廊坊市委、市政府等单位

的有关领导出席了活动。

本届展会主题为“非遗保护——传承发展的生

动实践”，遴选了京津冀三地共 217项非遗参展，其中

京津两地各 25 项、河北省 167 项。展会共设 13 个板

块，分别是京津冀传统工艺精品展、京津冀非物质文

化遗产融入生活展、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体

验区、京津冀文化创意科技展、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

产美食品鉴展、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摄影作品展、

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千年大计，国

家大事”——雄安新区文化展、“美丽乡村·都市生

活”特色非遗体验、“多彩非遗·美丽京津冀”、民间花

会展演、第三届京津冀“京东大鼓书会”、京津冀非物

质文化遗产小舞台。

活动共吸引了 12 万人（次）参观，现场成交及合

同订货总额达 3100 万元，20 余家新闻媒体对活动进

行了报道宣传。此次活动在规模、内容、形式上大有

创新，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亮点一：

紧扣“非遗保护——传承发展的生动实践”

活动秉承《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的主旨，以“非

遗保护——传承发展的生动实践”为主题，以“振兴

传统工艺，融入现代生活”为主线，通过丰富多彩的

展览展演、交流互鉴、传习体验等活动，突出展示了

社会不同群体的非遗实践活动及相关非遗知识与技

能，让非遗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同时充分展示了京

津冀三地在非遗保护实践中取得的成果。

亮点二：

立足区位优势，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京津冀三地地缘相接、人缘相亲、文化相承。在

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背景下，三地的文化合作

交流、互融互通也逐步进入实质性阶段。在文化领

域建立京津冀六大联盟的基础上，非物质文化遗产

方面的交流合作也日益加深，先后举办了京津冀非

遗精品联展、京津冀传统工艺暨文化创意产品展览

展销会等多项非遗展示交流活动，特别是在成功举

办了前两届京津冀非遗联展的基础上，此次轮到河

北省举办第三届京津冀非遗联展，并与河北省民俗

文化节联办，品牌效应更加突出，活动内容更加丰

富，活动形式更加多样，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

落实、落细、落小的具体实践。

亮点三：

振兴传统工艺，让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看这个筐，就是小时候家里放馒头或者针头线

脑的工具啊！”廊坊市民刘先生驻足于固安柳编展

区，一路观赏下来，各式各样的非遗展品唤起了他许

多儿时的记忆。

本届展会是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实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和国办转

发《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的具体举措。按照全

国非遗保护工作会议精神，正确认识非遗是有效

保护传承和发展非遗的前提。在此次活动中，主

办方把保护传承实践、传承能力、传承环境作为确

保非遗生命力的重要理念，使“养在深闺人未识”

的众多非遗走入寻常百姓家，处处体现“非遗即生

活”，让传承人群受益，让广大人民喜欢，真正体现

了非遗活态传承的本质特征，增强了群众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认同感。

亮点四：

创新办展形式，融入现代展陈技术

在展会现场，包括天津工艺毛猴、无极剪纸、廊

坊安次区五谷粮食画在内的 10 项非遗传习体验活

动人气颇高，小朋友们在老师的指导下认真学习这

些非遗的制作步骤，他们用五谷粮食拼凑出一个个

俏皮可爱的卡通人物，用毛笔画出神情各异的京剧

脸谱……在非遗数字科技体验区，由石家庄铁道大

学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所组织的河北民间故事 VR

体验、游戏体验、剪纸教学互动等活动赚足了人们

的眼球，参与者在大屏幕前点读武强年画知识、学

习剪纸技术、观看《年画中的传奇》动画片……在这

里，非遗变得“时髦”起来。

本届展会大胆创新活动形式，采用展陈、体验、

展销、表演、观摩等众多手段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

观看、参与。此次活动还设计了“京津冀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习体验”和“美丽乡村·都市生活”——特

色非遗体验、京津冀文化创意科技展等独特的活动

板块。

亮点五：

宣传手段多样，扩大影响力

宣传是扩大非遗影响力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适应现代生活多元化的特点，此次活动采取纸媒、

网媒、电视等多种手段进行宣传。如通过多家主

流平面媒体进行专题报道，通过中国文化网络电

视 、中 新 社 、河 北 新 闻 网 等 网 络 媒 体 进 行 宣 传 报

道 ，通 过 河 北 电 视 台 、廊 坊 电 视 台 等 进 行 活 动 转

播，通过河北非物质文化遗产微信公众号等进行

转发扩散。

近年来，河北省颁布实施了《河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条例》等系列政策法规，加大了非遗宣传展示

力度，并使扶持和管理并重。一方面提高了传承

人的传习活动补助资金，一方面施行代表性传承

人科学、规范化管理，既保障了传承人的权利，又

督促传承人履行义务。同时，组织开展了河北省

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研究基地创建等活

动。对年事已高、身体多病的 35 名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实施抢救性记录工作，整体工作形成

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良性互动格局。

京 津 冀 三 地 文 化 部 门 把 握 非 遗 回 归 现 代 生

活 的 理 念 ，大 范 围 、高 频 次 举 办 多 种 形 式 的 非 遗

活 动 ，借 助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数 字 技 术 等 ，把 非 遗

融入百姓生活。

指尖上的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第三届京津冀非遗联展暨第十届河北省民俗文化节落幕

李秋云 解建宝

本报讯 （记者李静）近日，由

北京学研究基地、首都博物馆联合

主办的“长城、运河、西山文化带与

北京城——第十九次北京学学术

年会”在首都博物馆举行，来自北

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市文

物研究所等 70多家单位的 170位代

表与会。

长城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军

事防御体系，途径北京北部、西部

六区，护佑着北京城的安全；大运

河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漕运通道和

经济命脉，流过北京东部、中部、西

北部六区，历史上源源不断地为北

京供应着粮食和其他物资；北京西

山古称“太行之首，神京右臂”，皇

家行宫、园林、寺庙密布。历史上，

长城、运河、西山与北京城关系密

切，随着北京城的发展变化，如今 3

个文化带承载了北京“刚柔并济、

山水相依”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

发展历史，是北京文化乃至中华文

明 的 重 要 象 征 。 此 次 会 议 以“ 长

城、运河、西山文化带与北京城”为

主题，围绕“长城、运河、西山文化

带的内涵”“三个文化带建设的现

实意义”“三个文化带非遗的保护

与利用”等进行了研讨。

据了解，《北京市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中提出，推进区域文化遗产连片、

成线保护利用，挖掘区域文化遗产

整体价值，制定实施北部长城文化

带、东部运河文化带、西部西山文

化带保护利用规划。这一决策事

关首都北京乃至整个京津冀地区

的发展，迫切需要解决好若干理论

和实践问题。

专家披露邺城遗址
发现的北朝舍利函详情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范世辉）

邺城考古专家近日公开披露，之前

在河北邺城遗址挖掘出的舍利函

保存完整，发现了可能用于盛放舍

利的长颈玻璃小瓶以及玛瑙珠、白

玉髓环、玉髓珠等。初步研究，确

认其为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舍

利函之一。

据介绍，舍利函发现于邺城遗

址核桃园 1 号基址，这里是北齐皇

家佛寺大庄严寺佛塔的遗存。近方

形的舍利函位于大庄严寺塔基基础

中心夯土面 2.3米的下方，舍利函的

四角外侧分别摆放一个青釉小罐，

南面偏东处还有一个较大的青釉

罐，罐内置放各类珠饰。舍利函为

青石质，略呈正方体，由函盖和函身

两 部 分 组 成 ，长 42.5 厘 米 至 44 厘

米、宽 36厘米至 38厘米。石函通体

较为粗糙，未经打磨，有凿刻痕迹，

函身上边缘四角刻有字迹。出土石

函保存完好，包括相对完整的器物

98 件：有残存水银的长颈玻璃瓶，

有透明的白玉髓、乳白色圆形的玉

髓珠和无色透明的水晶半球饰，还

有琥珀珠、玻璃珠、铜簪等等。

“舍利函内放置的物品多与佛

经中的七宝有关，而长颈玻璃小瓶

可能属于舍利瓶，小瓶中所盛水银

可以理解为舍利的替代物。”据邺城

考古队专家介绍，舍利函是佛教圣

物，是盛放佛祖或高僧火化后尸骨

的容器，是极为珍贵的文物。

据了解，此舍利函最早发现于

2014年，发现后随即展开挖掘，并委

托国家权威部门对发现的物品进行

鉴定。直到近日，考古鉴定的有关情

况才被详细披露。大庄严寺塔基出

土的舍利石函，不仅反映了方形木塔

基础部分建筑程序与埋藏礼仪之间

的关系，其出土的遗物也是研究中国

早期佛塔埋藏制度的珍贵资料。

山东举办博物馆文创开发培训班

北京学学术年会关注三条文化带

近日，北京民俗博物馆以“感受文化色彩，领悟遗产真谛”为主题开展了一

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公众近距离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此次活动

注重参与性和体验性，内容包括传统手工艺亲子互动、“大咖小咖”一起秀——

传统手工作品展、传统文化进校园成果汇报演出等。图为在活动现场，学生

们兴致勃勃地体验着不同的传统手工艺项目。 本报记者 杜洁芳 摄影报道

邺城遗址舍利函中的部分器物（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威县土布纺织技艺的展示吸引了诸多群众雄县剪纸展示

市民在九龙沉香博物馆体验沉香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