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人才短缺、失衡困境

成基层博物馆发展瓶颈

2021 年，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
技创新规划》，文物规划首次
上升为国家级专项规划，文物
事业在党和国家事业大局中
地位和作用明显提升。

而基层博物馆作为国家
文博事业的一线阵地，在展示
历史文物、讲述文物故事、丰
富基层文化生活、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

在安徽省西北部，有一座
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小城
——阜阳市代管的界首市。
界首市博物馆对于市民而言，
是一个学史增信的好去处。

“我们经常组织学生来博物馆
里的界首古代文物陈列馆、界
首彩陶陈列馆等，边观看陈列
的历年收藏和地区出土文物，
边聆听讲解，让孩子们更加清
晰地了解到界首的历史和经
济社会发展脉络。”界首市一
位小学教师向中国城市报记
者说。

据悉，界首市博物馆作为
国家二级博物馆以及安徽省
文博事业发展最好的基层县
级文博单位之一，近年来注重
馆际交流，并创新性策划举办
了各类展览和社会教育活动，
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但目前，界首市博物馆

人才队伍建设面临困境。”界
首市博物馆馆长、文物管理所
所长赵冰说，“面对日益增加
的场馆接待规模、业务工作量
和更高的专业要求，界首市文
博单位面临编制少、专业技术
职称岗位少、薪资和事业愿景
提升空间有限的困境，专业人
才匮乏、现有人才不好留，已
成为困扰界首文博事业未来
发展的瓶颈。”

山西省介休市博物馆也
面临着人才困境。该馆在岗
职工21人，其中15人为1988
年后分配或企业调入的带编
人员；2013年新招聘10名人
员，现已辞职4人，6人在岗但
目前尚未解决编制问题。

介休市博物馆副馆长段
青兰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随
着社会的发展，该馆现有编制
和中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不足，
无法满足当前文物人才发展
的需求。在目前的21名职工
中,40岁以上的有13人，年龄
结构日趋老化，新生力量得不
到补充，人才队伍薄弱。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
除了上述博物馆，山东等省区
市的基层博物馆事业在管理
体制、人才队伍、布局体系方
面也存在着经费有限、人才短
缺、布局失衡的共性问题，亟
待解决。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激发单位人才内动力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

家文物局局长李群曾在2021
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
相关发布会上介绍，“十四五”
期间将加强考古学科和队伍
建设，力争到2025年文物科
研人员数量增长25%。

而对于文博人才培育、文
博队伍的建设和加强，部分地
区也进行了创新性的模式探
索。5月10日，山西省文物局
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文物
全科人才免费定向培养实施
办法》，该省今年将启动实施
文物全科人才免费定向培养
工作。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
文物全科人才是根据基层文
物工作实际，面向基层文物工
作需求而设计的，经过本科院
校正规培养后，能系统掌握考
古、文物建筑、博物馆三大领
域专业知识的人才。据介绍，
这是一种创新性的人才培养
方式，山西省的探索在全国尚
属首例。

为此，山西省文物局会同
省教育厅、山西大学，专门编
制了针对性较强的培养方
案。文物全科人才培养突出
的特点是强化实践性、实操
性，学生在 4 年的培养时间
中，2.5 年用于理论学习，1.5
年侧重于实践教学。毕业生
定向就业后，能够承担考古、
文物建筑和博物馆三方面工
作任务，即基本满足基层文博
工作需求。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仰韶
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南省

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文化博
物馆副馆长杨栓朝看来，文物
全科人才培养的“山西模式”
既有利于充实基层文博人才
队伍，又能提升基层文物工作
的水平，同时也可为促进全国
基层文物保护、研究、管理等
事业发展提供样板。“这个模
式如果能在全国推开，将有效
缓解我国基层文博单位人才
青黄不接的‘症状’，助力提升
基层文博事业的发展水平，对
传承华夏文明、赓续历史文脉
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为解决基层文博单位“用
人荒”难题、确保相关事业健
康有序发展，还有哪些路径可
以尝试？日前，河南省南阳市
博物馆党支部书记、馆长王晓
杰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
访时谈道：“可以采取增加编
制、实施传帮带工程的方式。
比如单位内部实施定向培养
计划，以老师带徒弟的形式，

‘一师一徒’或‘一师多徒’，提
供进修、实践的岗位，从而解
决文博队伍断层问题。”

王晓杰还表示，不仅如
此，基层文博单位可以加大培
训和考核力度、完善评价及
奖励机制以及改善专业人才
比列。“目前，按照有关规定，
工人也可以申报向专业技术
人员转变。基层博物馆应该
鼓励工人身份的职工积极转
型，并打开相应绿色通道，以
调整单位专业人才比列。”王
晓杰称。

此外，段青兰建议破除
“死工资”的薪资形式，鼓励用
活博物馆财政收支两条线的
管理体制，建立以量化工作业
绩为基础的绩效奖励标准和
制度，严格落实工作绩效管
理；同时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谨防人才流失。

注重新型人才作用

拓展人才吸引面

基层文博单位作为直接
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线文

博窗口，肩负着重要的历史文
化传播使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全国多数基层文博
单位通过推出线上展览和线
上讲解活动，谋划各类形式新
颖、内涵丰富的展览或文旅融
合项目，让现有的文博资源真
正“活”起来，“火”起来，吸引
了广泛关注。

对此，一线文博策展人、
文创设计师、文化与旅游部双
创人才库成员谷旭亮说，疫情
之下，基层文博人才要开阔视
野，不断提升专业水平和技能
修养，借助创意设计、文化产
业、信息技术、互联网科技等
手段，多形式、多层次地激发
文物生命力，深度挖掘文物所
蕴含的艺术价值、科学价值、
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基层
文博单位也应以新技术为着
力点，有针对性地培养与时俱
进的新型人才；还应拓宽人才
应用场景，大力推出依托优秀
文物衍生的创意展览、文旅研
学、精品文创、数字展品、短视
频等，这样也能更好地满足人
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在赵冰看来，全媒体时代
及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基
层文博单位可以主动与地方
官方媒体共同谋划传播项目，
争取文化强市等项目资金的
支持；同时也可以引导地方知
名自媒体运营者加入文博志
愿者或“博物馆之友”队伍，吸
引多方人才力量共同发展事
业，从而全面扩大当地文物保
护的广度和深度。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
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姬英明说：“与文物相关的专
业，是异常辛苦与寂寞的学
科，需要一代代有吃苦耐劳精
神的学子们，耐住寂寞沉下心
来，一点点学好扎实的基本
功，才能将中华山河大地里深
埋的与出土的先祖文明遗迹
守护好与发掘保护好；同时，
相关人员还要用专业过硬的
历史知识把中国历史文化故
事讲好。”

基层文博单位如何引人育人留人基层文博单位如何引人育人留人

考古盲盒卖到脱销、“唐宫小姐姐”火遍全网、文创雪糕圈粉无数……近年

来，各类新颖的文博产品不断“破壁出圈”、自带流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衷博

物馆打卡，对国潮“上头”。

在文博热的背景下，面对更加细分化的文物保护，我国多地基层文博单位的

工作任务愈发繁重。但文物研究人员匮乏、考古专业人员缺乏等“用人荒”问题，

仍是制约其长效发展的瓶颈。

那么，该如何解决基层文博单位“用人荒”问题？如何加强相关队伍的建设？

山西省介休市博物馆展厅内景。介休市博物馆供图

学生在安徽省界首市博物馆参观。界首市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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