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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馆带小馆大馆带小馆””        盘活馆藏资源盘活馆藏资源

四川省促进多层级博物馆均衡发展四川省促进多层级博物馆均衡发展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近期，《四川省十六家一级
博物馆“大馆带小馆”中小博物
馆帮扶工作倡议书》（以下简称
《倡议书》）发布，四川省的16
家一级博物馆将充分发挥藏
品、管理、人才、研究等优势，促
进与深化四川省中小博物馆项
目共建共享，助力中小博物馆
提升发展。

在业内看来，《倡议书》不

仅有助于中小博物馆在陈展工

作、教育推广、文物预防性保护

以及智慧博物馆建设等方面获

得专业指导，还能促进双方在

展览策划、人员培训、教育和学

术活动策划等方面的资源共享

与协同发展，并为其他省份提

供宝贵经验。

“博物馆热”持续升温

近年来，随着文旅消费旺

起来、传统文化潮起来，“了解

一座城市，先走进博物馆”也成

为当下年轻人旅游的新方式之

一，打卡博物馆更是成为假期

“爆款”。

2024 年，“放票即秒空”
“一票难求”几乎成为陕西历史

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
国家博物馆等热门文博场馆的
预约常态。以国家博物馆为
例，据统计，截至2024年11月
底，国家博物馆年内观众累计
预约已达到630万人次，平均
每天接待观众2万人次左右，
呈现出“淡季不淡、旺季更旺”
的景象。此外，陕西历史博物
馆被网友戏称为“史上最难预
约博物馆”，其馆内最大承载量
为1.2万人次，但每天在网络上
抢票的却高达60万人次……

据统计，截至2024年8月
底，全国正式备案注册的6833
家博物馆接待观众量已经达到
9.4亿人次，其中，暑期两个月
接待的观众量达到了2.99亿人
次，包括江苏、山东、北京、浙
江、陕西和广东在内的6个省
份的博物馆观众接待量突破了
1500万人次。

“上述数据说明，公众对优
质文旅产品的需求越来越高，
对我们的工作也提出了越来越
高的要求。”国家文物局博物馆
与社会文物司司长刘洋表示，
要扩大优质文化的供给能力。
2024上半年，新一批央地共建
重点博物馆名单公布，对这些
大馆，国家文物局会引导其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通过“大馆带
小馆”，以及巡展、借展、联合办
展等方式，把优质的文化资源
直接送到基层。

促进文博资源均衡布局

四川当属博物馆大省。数
据显示，截至目前，四川全省备
案博物馆总数达到457家，其
中一级博物馆为16家，数量位
居全国前列。然而，有不少中
小型博物馆尚未得到广泛的认
知和关注。

为充分发挥一级博物馆的

藏品、管理、人才、研究等优势，

进一步落实四川省文物局关于

全省中小博物馆提升试点工作

要求，《倡议书》应运而生。16

家一级博物馆将通过智力支

援、业务建设、技术服务等方

式，促进与深化四川省中小博

物馆项目共建共享，推动解决

四川省内博物馆区域分化强

弱明显、总体发展偏弱的问题，

促进文博事业均衡化发展，提

高文博单位公共文化服务能

力，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需要。

“《倡议书》为解决博物馆
‘冷热不均’的现象提供了切实

可行的方案。”中国城市发展研
究院农文旅产业振兴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袁帅在接受中国城市
报记者采访时坦言，长期以来，
一些大博物馆因藏品丰富、展
览精彩而备受游客青睐，而众
多中小博物馆则因资源有限、
展览质量不高而门庭冷落。通
过实施“大馆带小馆”帮扶计
划，四川有望促进文博资源的
均衡发展，提升中小博物馆的
吸引力和影响力。这一举措不

仅有助于缓解高峰时期大博物

馆的游客流量压力，还能让更

多游客有机会领略到中小博物

馆的独特魅力，从而有效缓解

博物馆“冷热不均”的问题。

加强场馆间合作与交流

据悉，《倡议书》的发布只

是第一步。根据当下中小博物

馆馆藏文物不够、策展人才培

养不足的情况，四川未来的重

点计划之一还有盘活省内大馆

的藏品资源。

四川博物院党委书记向和

频表示：“我们四川博物院，馆

藏文物近36万件，但在展馆展

出的还不足 1%，大量的文物

在库房。我们想根据馆藏文

物的特色和优势，推出一批有
巴蜀文化特色的展览到其他
地方展出。”

“‘大馆带小馆’的策略确
实有潜力能够盘活更多馆藏资
源。通过智力支援和业务建
设，大型博物馆可以帮助中小
博物馆优化展览内容，提高文
物研究水平，并引入现代化的
管理方法和技术服务。”中国金
融智库特邀研究员余丰慧在接
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这不仅能够使中小博物馆
的藏品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展
示，还能增强它们的吸引力，
吸引更多游客和学者关注。同
时，资源共享和联合办展也能
让中小博物馆的珍贵文物有
机会走出本地，参与更广泛的
交流。

此外，《倡议书》可以为国
内其他省份提供一些经验。科
学技术部国家科技专家库专家
周迪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
访时称，其他省份可以参考四
川的经验，制定类似的政策措
施，促进本地区中小博物馆的
发展，丰富观众的参观体验，推
动文博游的发展；加强博物馆
之间的合作和交流，共同推动
文博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王晓瑞

日前，2024锡林郭勒冬季
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在内
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
特市白音锡勒牧场开赛，313
名牧民赛手在广袤无垠的冰雪
草原上展开激烈角逐。总决赛
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余
名游客观赛，蒙古马现场销售
额超80万元。

作为独具祖国北疆文化特
色的大型群众性赛事活动，锡
林郭勒冬季蒙古马超级联赛已
连续举办2届。本届决赛为期
两天，设置6个竞赛项目。3人
团体接力赛、跑马射箭、跑马拾
哈达、传统走马以及驯马比赛
等各具特色的项目陆续展开，
全面展示了蒙古马的速度、敏
捷性、技巧以及骑手与马之间
的默契配合。决赛期间，在宝
力根苏木还进行了蒙古马 30

公里耐力赛。这是一场对赛手
和马匹体能、耐力的严峻考验，
近100名赛手在漫长的赛程中
一战到底，展现出坚韧不拔的
毅力和顽强的斗志，充分诠释
蒙古马精神。

现场，除了精彩纷呈的比
赛，丰富多样的美食同样受到
人们的欢迎和喜爱。长达2米
的巨型羊肉串滋滋冒油，散发
出诱人的香气；牧民精心熬制
的手工奶茶富有特色，奶香与
茶香完美融合，温暖着每一位
游客的身心；热气腾腾的铜锅
里，鲜嫩的牛羊肉片沉浮翻滚，
夹起一片，再搭配上韭菜花酱
等蘸料，鲜美滋味让人回味无
穷……特色美食的加入，不仅
满足了观众及参赛者的味蕾，
也为赛事增添了浓郁的烟火气
息，进一步带动了现场的消费
活力，成为蒙古马超级联赛中
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蒙古马超级联赛的持续
举办，显著推动了锡林郭勒马
产业的发展，有力促进了农牧
民增收。目前，赛事举办地锡
林浩特市马存栏数已达 3 万
匹，注册马产品商标 120 个，
申报国家专利2项，单匹马驹
售价最高达 5 万元且远销全
国多地。

在本届总决赛现场，精心
调训的蒙古马成为众人瞩目的
焦点。展示的8匹骏马，障碍
物跳跃流畅、固定打圈稳定、步
伐指令执行精准，赢得观众一
片喝彩。这8匹蒙古马现场售
罄，多家企业与锡林郭勒盟签
订了后续的购买协议，全场蒙
古马销售订单总价超80万元。
赛场上的蒙古马交易，充分体
现了蒙古马超级联赛不仅是一
场体育文化的盛会，更是一个
颇有潜力的经济平台，为当地
经济增长加足强劲“马”力。

以举办特色比赛促进高质
量发展，是锡林郭勒踏稳前进
路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锡林
郭勒以马文化为主题，大力推

进文旅融合，举办摄影采风、民
俗体验等活动，打造马道体验
之旅等线路，带动相关产业发
展，新的经济增长点持续涌现。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特色比赛特色比赛““马马””力十足力十足        赋能产业融合发展赋能产业融合发展

2024锡林郭勒冬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开幕式上，演员们

欢呼雀跃。 孙沐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