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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奔县游”“文博热”走红的当下，中小博物
馆开始“显山露水”。据国家文物局发布数据显
示，今年春节期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达
7264.87 万人次，日均接待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12.84%。

记者走访多地发现，众多深藏于小城之中的
博物馆正在从“文物仓库”化身“文化会客厅”，以

“破圈”之势重构小城文旅生态，成为地方文旅消
费新地标。

在今年“破圈”的文旅宝藏小城中，安徽歙县
无疑占据一席之地。夜幕下的歙县徽州古城，
一场穿越历史的对话正在悄然进行。安徽徽州
历史博物馆内，一场以馆藏一级文物“初登第、
得意回”石刻为灵感打造的沉浸式夜游活动，带
领观众在行进式游览中探寻徽州历史文化的魅
力。

“我们把许国、鲍尚志等徽州名人故事创编
成不同主题的夜游剧本，将数字光影与实景演
绎、传统经典与馆藏文物融合，在古今互动中实
现徽州人文历史的具象化呈现。”歙县文物事务
中心副主任周虎介绍，“博物馆奇妙游”系列活动
已连续举办两年，如今是歙县文旅的重要IP之
一。

“现在人们的文化需求愈发多样化、品质化，
更愿意为可触摸、可感知、可参与的文化体验买
单。”在浙江游客赵艳蓉看来，博物馆“大开脑洞”
的展陈方式激发了游客的文化认同，让文化传承
与经济效益实现双向奔赴。今年春节假期，歙县
累计接待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18.39％，旅
游总消费10.87亿，同比增长21.59%。

在这场文化盛宴中，一些“养在深闺人未识”
的中小博物馆以独有的地方文化资源打开了能
见度。

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古称寿春，历史上四次为

都，是楚国最后的都城。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坐落
于此，万余件套馆藏文物中，700 余件套涉楚文
物述说着楚国的辉煌。

踏上馆内玻璃栈道，仿若一步千年。脚下战
国瓦砾层清晰可见，青铜车马器构件低语着战国
烽烟，“越王者旨于赐剑”见证乱世争伐，楚金币
布成的“金山”如同暗夜繁星，鄂君启金节上篆刻
着中国最早的关税密码……“我们不做‘百科全
书’，只讲好本土故事。”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副馆
长常远霞告诉记者，去年旅游高峰期这里日均接
待游客超2万人。

一座博物馆激发一座城的文旅热潮，寿县逐
步调动文博、文保、非遗等文化资源，开始在全域
范围内推出历史秀。“原本只是来打卡楚文化博
物馆，没想到就像推开一扇时光之门，在古城的
每一步都藏着文化密码。”来自成都的游客张先
生说。

在“中华简牍文化圣地”的湖北云梦县博物
馆，众多游客慕名而来，与云梦睡虎地秦简主人

“喜”触屏“对话”，领略简牍中的中国史。山东潍

坊的青州博物馆被文博爱好者们称为“中国最牛
县级博物馆”，有字汉代玉璧等一大批国宝汇集
于此，每逢假期一票难求。

“中小博物馆就像历史拼图中的细节图，应
该更多立足于挖掘本土历史文化资源，在做好价
值阐释上出新出彩，提升文化辨识度。”常远霞
说。

当古老的文物被数字技术“唤醒”，传统展柜
中的静态陈列正在向云端动态的文化图谱转
变。感受“动物眼里的世界”、聆听“1800万年前
山旺的声音”、触摸“1800 万年前山旺的掠影”，
山东潍坊的临朐县博物馆依托独有的山旺化石
资源，利用数字技术将古生物化石的演化史转化
为科普课堂。

2024年“全国最具创新力博物馆”之一的苏
州吴文化博物馆历时两年打造“吴县文物数字
展”，以全景摄影、三维重建等技术记录和呈现散
落在吴中的十余座历史名镇名村、数十座历史建
筑的全貌，重构文化叙事空间。

在文都桐城，一条由博物馆延伸出的City-
Walk线路正在酝酿，桐城市博物馆将把下辖的2
处国保单位以及多处文化场馆，与六尺巷等人气
文旅景点串联成线，形成可漫步可体验的“活态”
叙事空间。“让单向的价值输出走向多维交互的
情感共鸣，实现让每处古迹都成为博物馆的延伸
展厅。”安徽桐城市博物馆馆长叶鑫说。

方寸之间，一览千年。无论是“小而美”的展
陈设计，还是“小而专”的价值阐释，亦或是“小
而活”的跨界联动，叠加之下释放的惊喜远超
想象。从单一文化传播空间到地方文旅的活
态 IP，博物馆正以更年轻的语态重构历史叙
事，让传统文化基因在地方文旅融合中持续释放
活力。

来源：新华网

文旅有新事：小城博物馆创造文旅新“惊艳”

游客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参观

2月19日，记者从南通
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据江苏
省农业农村厅消息，在农业
农村部“乡村工匠”名师作
品交流活动中，市农业农村
局工作人员周玲玲的刺绣
作品《蝶恋花》被纳入农业
外事礼品档案室拟展陈名
录。江苏仅两件作品入选。

该作品由省级乡村工
匠名师周玲玲于 2024 年创
作完成。作品中，她以蝴蝶
为设计灵感，运用仿真绣传
统平绣针法，以针代笔，生
动再现双蝶翩跹的灵动画
面，充分彰显南通仿真绣

“能分阴阳、善显肌理”的艺
术特色。

用小礼品展现大外交，
从农业对外援助、农业国际合作到全球
粮农治理，农业一直是我国外交工作的
重要领域。农业外事礼品不仅是传递
友谊、传播文化的桥梁，更是展示国家
形象和农业发展的重要载体。

农业外事礼品档案室作为国家级
文化展示平台，目前典藏有来自全国各

地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特色、代表民间工
艺水准、反映农业发展成果的别致好
礼。其中，“乡村工匠”作品展区发挥着
展现农业现代化成果、展现乡村工匠风
貌、助力赋能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
的重要作用。

来源：南通日报

南通刺绣《蝶恋花》入选
农业外事礼品拟展陈名录

2 月 19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 年 1 月 70
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数据
显示，被列入统计名单中的江苏四城中，南京、无
锡新房价格均实现环比上升，分别为 0.7%、
0.5%。在全国70个城市中，南京新房涨幅与成都
一起并列第一。

记者注意到，新房房价方面，南京自2024年
11月以来已连续3个月保持环比上升的态势，无
锡是2024年12月开始环比上升，扬州在上个月
出现止跌，但本月未能保持稳定的态势。二手房
价格方面，南京已是近3个月第二次出现止跌的
情况；无锡的环比数据连续 2 个月出现在正区
间，1个月上涨、1个月持平。

从全国70城来看，南京新房房价已连续2个
月涨幅并列第一，从去年三四季度的止跌回稳到
最近连续稳步回升。南京市房地产业协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张辉分析说，主要有 4 个方面的原
因：一是南京房价调整得比较早，提前调整完毕，
提前触底回升；二是南京房价在这一轮调整中泡
沫挤得更加充分，因此止跌回升的力度也更大；
三是南京新房上市量逐步回落，库存去化周期也
持续下行，供求比趋于均衡，去化压力降低；四是
南京新盘的品质快速提升，房价调整之后，性价
比更加突出。 来源：扬子晚报

南京新房房价
已连续2个月涨幅
并列全国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