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临沂概述 

简介 

临市位于山东省东南部，地跨东经 117 度 24 分─119 度 11 分，北纬 34 度 22 分─36 度

22 分，南北最大长距 228 公里，东西最大宽度 161 公里，总面积 17184 平方公里，是山东

省面积最大的市。  

  临沂市地近山东省第一大河沂河而得名是历史上著名的革命老区（又叫做沂蒙山区）。  

  一直以来人们对沂蒙山区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认为沂蒙山区都是山，其实它是指以沂河

流域和蒙山山系所经地区的总称，它的范围很广，它包括山东省临沂市、日照市、江苏省连

云港市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包括临沂市的三区九县 ，日照市的绝大部分，淄博市的沂源县，

潍坊市的临朐县，济宁市的泗水县，枣庄市中区、峄城区、台儿庄区、山亭区部分，江苏省

连云港市、邳州、新沂、赣榆、东海等县市的一部分地区等。  

  其实沂蒙山区是个人文概念，只是一个特定的称谓，山区只分布在几个县市内，并不是

说该区域内全部是山，整个沂蒙老区山地、丘陵、平原差不多各占三分之一。 

城市名片 

【平邑天宇自然博物馆】 

  山东省天宇自然博物馆简介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天宇自然博物馆位于平邑县

城，是由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平邑归来庄金矿投资兴建的大型科普类自然博物馆。该馆于

2004 年 9 月建成开放。建筑面积 3.2 万平方米，陈列面积 2.8 万平方米。馆内设科研馆 1 处，

4D 动感影院 1 处，展厅 28 个，馆藏展品 39 万余件，总投资近 4 亿元。是“山东省科普教育

基地”、“山东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山东省服务名牌企业"、"中国古生物学会全国科普教

育基地”、“中国县域旅游品牌百强景区”也是中国科学院多家机构的科研基地，拥有五项吉

尼斯世界纪录，系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自然地质博物馆。  

【书圣故里 书法名城】 



 

第二章：历史沿革 

 

【史前时代】 

  临沂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早在四、五十万年以前，人类的祖先就

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远古文明。 二十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在境内有多处，

现沂河和沭河流域发现的近百处细石器文化遗存，是一、二万年前的人类所创造。早在 5000

年以前，这里的人类就掌握了酿酒技术、使用砭石治病的技术等。  

【先秦时代】 

  商朝时期，这块土地上就丰存过郯、莒、费诸方国。周灭商后， 鲁国和齐国是周王朝

控制东方的重要支柱， 临沂地域除分属齐、鲁等国外，见于<<春秋>>的还有颛、阳、向、

莒、郯、根牟、於馀丘、杞等国。 春秋时期，除上述古国外，见于<<春秋>> 的有启阳，

中丘、祝丘、费、防、台、东阳、武城、丘舆、向、次室、蒙、郓、堂阜、盖、 艾、纪障、

密、鄢陵等 20 个。这些大城邑的出现，是经济文化发达的标志。战国时期， 域内诸封国先

后为齐、楚所兼并，至战国末期， 南部属楚，北部属齐。  

【秦汉时期】 

  秦朝统一，地方实行郡县制， 全国分为三十六郡，临沂地域属琅琊郡和郯郡。 西汉时，

郡国并行。临沂地域分属徐州之琅琊国、东海郡、城阳国和兖州之泰山郡。 东汉承西汉制

度，分属徐州之利城郡、东海郡、 琅琊郡、琅琊国和兖州之泰山郡、东莞郡、 东安郡和城

阳国。  

【三国两晋】 

  三国时期，属魏国。 至魏末，分属东海国、琅琊国、东莞郡、泰山郡。 西晋时期，分

属徐州之琅琊国、东海郡、 兰陵郡、东莞郡、兖州之泰山郡。 晋室南渡后，地域先后属于

后赵、东晋、前燕、后燕、 南燕、前秦和北魏。  

【隋唐时期】 

  隋朝分属沂州（琅琊郡）泗州（下邳郡）、密州（高州郡）、 海州（东州郡）、徐州（彭

城郡）。 唐朝分属沂州（琅琊郡）、密州（高密郡）、 徐州（彭城郡）。  

【宋元明清】 

  宋朝分属沂州（琅琊郡）、 密州（高密郡）、淮郡军等。宋室南渡后， 分属于金朝山东

东路的沂州、莒州、邳州、 泰安州。元朝分属兖州府和青州府。清初因之， 清雍正十二年

（1734 年）升沂州为府， 置附郭兰山县，降莒州为散州。属沂州府。 有兰山、郯城、费

县、沂水、蒙阴、日照、莒州 6 县 1 州。  



 

【民国时期】 

  中华民国成立后，废府撤州， 实行省、道、县三级制。1913 年撤销沂州府， 改莒州

为莒县。1914 年分山东省为 4 道， 改兰山县为临沂县， 临沂地域分属济宁道和胶东道。

1918 年撤销。1936 年划为山东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抗日战争时期，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抗日根据地。1940 年 8 月，在沂南县青驼寺

成立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1943 年 9 月改为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1945 年 8 月在

莒南县大店镇成立山东省政府。 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相继建立过 30 多个县级和县级以

上政权机构。其中属于县级的政权组织， 一般称抗日民主政府， 也有一些称作行署或办事

处。这些县级政权组织， 都独立的发挥县级政府的作用，分属鲁中、鲁南、 滨海 3 个行政

区。  

  解放战争时期， 行政区划层次仍沿袭抗日战争时期， 只是对区划作了某些调整。1948

年 7 月，鲁中、鲁南、滨海三个行政区合并为鲁中南行政区， 设鲁中南行政公署（驻临沂

城），下辖 7 个专区，49 个县。至 1949 年 10 月 1 日，临沂地域分属沂蒙、尼山、台枣、滨

海 4 个专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50 年 5 月，鲁中南行政区撤销。以沂蒙专区为基础，成立沂水专区，辖 9 县。以滨

海专区为基础，成立临沂专区，辖 9 县。1953 年 1 月将原属临沂专区的赣榆、东海、邳县、

新县海连市划归江苏省。1953 年 7 月，沂水专区撤销，除日照县划归胶州专区外， 所辖其

余各县皆划归临沂专区，同时， 原属滕县专区的平邑县亦并入临沂专区。1956 年 3 月，日

照县划归临沂专区。至 1961 年 4 月，临沂专区辖临沂、郯城、苍山、临沭、莒南、沂南、

沂水、沂源、蒙阴、平邑、费县、日照、 莒县 13 个县市。1989 年 6 月 12 日，日照市升格

为地级市。12 月 2 日，沂源县划归淄博市管辖。1992 年 1 月，莒县划归为日照市管辖。至

此， 临沂地区辖临沂、郯城、苍山、莒南、沂水、蒙阴、平邑、 费县、沂南、临沭 10 个

县市。1994 年 12 月，撤销临沂地区和县级临沂市， 设立地级临沂市。原市级临沂市分为

兰山、河东、罗庄 3 个县级行政区。地级临沂市辖兰山、罗庄、河东 3 区和郯城、苍山、莒

南、沂水、沂南、平邑、费县、蒙阴、临沭 9 县。 

第三章：经济发展 

 



 

经济概况 

工业已建立起门类较为齐全的综合体系，形成了以轻工、纺织、机械、化工、建材、冶

金、煤炭、食品、黄金、医药等为主工业体系（临沂目前是中国最大的胶合板生产基地），

是山东省的建材和黄金生产基地，是连接南北重要的物流城、商贸城。  

  全市商业发达，有各类专业批发市场 965 处，其中专业批发市场 189 处，集贸市场 76

处，2007 年成交额 510.75 亿元，临沂批发城共有各类批发市场 96 处，拥有摊位 2.5 万个，

连续三年跻身全国十大批发市场前三名。 现在仅次于浙江义乌，居全国第二，有“南义乌，

北临沂”之称。  

  2010 年，临沂市实现生产总值 2400 亿元，增长 12.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64 亿

元，增长 3.5%；第二产业增加值 1206.3 亿元，增长 13%；第三产业增加值 929.7 亿元，增

长 15.1%。全市经济和社会事业实现平稳较快发展。 

【农业】 

临沂为农业大市，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 90%以上，农田面积为 66.4 万公顷。1949 年以

前，临沂的农业生产比较原始，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其年产值占总产值的 97%以上。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不断深化改革，全市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经济内

部结构也有了很大变化，农、林、牧、副、渔各业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不断提高。   

【种植业】 

临沂农作物以小麦、玉米、稻谷、地瓜、花生、高粱、谷子、大豆、黄烟、棉花、蔬菜、

茶叶、金银花为主，辅之以绿豆、豇豆、红小豆、芝麻等。2001 年，粮食总产 374.34 万吨，

其中兰山、罗庄、河东、郯城、苍山等县区是全国、全省商品粮基地；莒南、平邑、费县、

临沐等县为全国花生生产百强县，莒南花生单产居全国第一位，临沐总产居全国第 14 位；

沂水、沂南等县为全国黄烟生产基地县，平邑、蒙阴等县是全省黄烟生产重点县；苍山为全

国、全省蔬菜生产大县，被誉为“山东南菜园”；平邑、费县是金银花生产大县，其产量占全

国总产量的 60%以上。 

【林果业】  

林果业是临沂的支柱产业之一。自 1999 年开始，全市相继实施了封山育林、梯田地堰

绿化、绿染沂蒙、绿色通道建设四大林业生态工程，初步形成了板栗、银杏、金银花、杞柳、

杨树丰产林和花卉六大生产基地，发展起果品储 藏加工企业 1000 余家，板材加工企业 3100

余家。至 2001 年 底，全市有林地面积 443 万亩，其中用材林 25 万亩，防护林 158.2 万亩，

经济林 250 万亩，森林覆盖率上升到 20.6%，木 材蓄积量达到 778.3 万立方米，果品年产量



 

10 亿公斤，林业产业年产值达到 60 余亿元。  

【养殖业】  

养殖业是临沂的传统产业之一。以猪、牛、羊、狗、鸡、鸭、鹅、兔为主，畜禽良种率

在 80%以上。2001 年，全市生猪存、出栏分别为 325.06 万头和 444.74 万头；大牲畜存、出

栏分别为 55.03 万头和 32.71 万头；羊存、出栏分别为 233.58 万只和 230.04 万只：家禽存、

出栏分别为 5763.72 万只和 7529.4 万只；兔存、出栏分别为 1335.11 万只和 1696.04 万只；

特种经济动物（水貂、狐狸）存栏 38.33 万只。牛肉类总产量 53.6 万吨，禽蛋总产量 22.3

万吨，奶产量 1.43 万吨，实现畜牧业产值 56 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 38%。 

【渔业】 

  境内河流密布、水库众多，为水产养殖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2001 年，全市水产品养

殖面积 44.8 万亩，其中名特优养殖面积 16.4 万亩；网箱养鱼 4.35 万箱，水产量达 8.62 万吨，

总产值 6.12 亿元。养殖品种由单一的“四大家鱼”发展为大、小银鱼、洱海鲤、池沼公鱼等

20 多个名特优新品种。观赏鱼类养殖与休闲渔业有了新的发展，休闲渔业面积近 1 万亩。

临沂城内华东淡水鱼批发市场现已成为全省最大的淡水鱼批发市场。   

【工业】  

临沂的工业呈持续快速发展的势头。现已形成以轻工、纺织、机械、电力、化工、建材、

冶金、煤炭、食品、酿造、医药等 15 个行业为主、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并具有一定

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  

【商贸物流】   

  临沂市商厦林立，商贾云集，是改革开放后崛起的一座商城。全市已建立各类市场 1000

多处，专业批发市场 200 多处，是鲁南、苏北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其中临沂批发城年成交额

300 亿元人民币，规模和效益位居山东省第一位，列全国第三位。经过多年的发展，临沂市

已形成了以临沂批发城为龙头，城乡集贸市场相配套，县区各具特色，辐射全国二十多个省

市的发达的市场体系。   

  作为临沂商贸龙头的临沂批发城，位于临沂市城区西北部，占地 4.2 平方公里，总建筑

面积 66 万平方米，是个大型工业品批发市场，有各种经营摊位 2 万多个，分为 44 个专业批

发区，直接从业人员 6 万多人，成为鲁、苏豫、皖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鲁东南地区重要

的客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中心。批发城与全国各地的 50 多家大型批发市场建立了密

切的业务联系，市场内拥有客货转运站 6 处，日发通往全国各地的班车 2000 余班次。批发

城的兴起和临沂商贸的繁荣有力地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目前，围绕临沂批发城从事餐饮、

运输、旅店等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达 30 多万人，临沂城每天的流动人口达 20 多万人，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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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市场建设上，针对竞争复杂激烈形势，初步确立了山东省内和临沂市内两个“主战场”，

对市场整体资源进行重新整合，成立 21 个销售部，对业务人员进行优化组合，实行竞聘承

包市场，配套建立奖惩激励机制。同时，在广告宣传策划、市场公关宣传等方面采取得力措

施，规范运作程序，充分调动销售人员和经销商的积极性，使企业经营业绩以 43%的增长

速度持续盘升。  

  ——坚持“以人为本”，运用“三铁精神”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为强化集团内部管理，兰陵集团把管理核心定位为“三铁精神”，即以“铁的心肠、铁

的手腕、铁的纪律”来管理企业，把民营企业的用人机制和管理策略借鉴和运用到国有企业

中来，以此转变工作作风、强化执行理念，推进内部管理有序运转。  

  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工作方面，破除了干部“铁交椅”，推行“能者上、庸者让、败者

下”公开竞聘上岗的用人机制，同时，对工作成绩出色的人员坚持“三给精神”，即给位子、

给票子、给荣誉，全力为每一位职工搭建展示自身才的发展平台，极大调动了全员工作的积

极性，目前，已有十多名优秀大学生走上了领导岗位。在劳动用工制度改革方面，推行“竞

争上岗，优化组合”，压缩后勤机关人员，有一百余名后勤人员分流到一线生产岗位。在收

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推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将职工个人收入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建立“岗

位靠竞争，收入靠贡献”的新工资分配制度。在物资采购方面，加强管理，严格执行“阳光

招标、比价采购”政策，降低成本，堵塞漏洞，提高经济效益。在质量管理方面，进一步树

立“质量第一”的观念，以 ISO9002 国际质量认证标准，从原材料入厂到产成品出厂，对

各道工序、各个环节严查细管，并从严加强薄弱环节管理，设立“质量奖”，奖惩分明，确

保了兰陵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高陵沃土，水甲一方；兰草繁茂，郁金飘香；先民睿智， 名之兰陵。左拥东海，碧波

汹涌闻涛声；右挟抱犊，层峦叠翠揽胜境。北承东夷齐鲁文明，仁浸乡风；南融吴越荆楚文

化，爱润民情。远古开样，织缟造舟，堪称华夏文明之摇篮；先秦 启瑞，置县设郡，不愧

山东古县之第一。  

第四章：临沂景点 

良好的生态环境，悠久的历史，昌达的文化和革命老区的光荣传统为临沂市提供了丰富

多彩的高品位的旅游资源。 



 

蒙山国家森林公园 

蒙山国家森林公园于 1994 年 12 月被原国家旅游局林业部批准设立，1995 年 6 月被山

东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风景名胜区”，2002 年 9 月被省旅游局颁为“山东省十大新景点”。现

为国家 AAAA 级旅游区。公园总面积 5.5 万亩，自然资源丰富多彩。拥有野生动物：兽类

10 科 15 种，鸟类 28 科 76 种，植物 100 余科 900 余种，森林植被覆盖率达 95%以上，有"

百里林海，天然课堂"之称。 

【公园简介】 

   蒙山，位于山东省蒙阴县（因处蒙山之阴而得名，西汉置县）南部，东西雄列，绵延百

余里，主峰海拔 1156 米，为山东省第二高峰，素称"亚岱"。  

  1999 年经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监测，景区内空气中负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 854167

个，为北京地区的 195 倍，居全国之首，为该中心有史以来测得的最高值。被誉为“天然氧

吧”、"超洁净地区"，成为"中国最佳绿色健身旅游胜地"。  

  蒙山国家森林公园，属暖温带季风型大陆气候，年平均气温 12.8 摄氏度，无霜期 196

天，年均降水 998 毫米，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民间历来 有"七十二场浇花雨"

之说，形成了天地和谐、生态良性循环。公园内山、水、林相依，大与小、高与低、动与静、

生命与无生命有机的层次整合，使得一草一木一石都是完美中的景点。雄、奇、特、稀，俊

俏与朴实，一切源于自然，又融于自然。深山古寺，小桥流水，林木蔽日，踏花蹄香，鸟鸣

幽谷，涛声叠荡，使人回归自然，享受自然。  

【景观介绍】 

  蒙山国家森林公园，奇峰耸立，层峦叠嶂，深涧遍布，古称有“七十二峰”、“九十九峪”、

“三十六洞”。现风景名胜区包括水帘洞、雨王庙、云蒙峰、百花峪、老龙潭、望海楼六大景

区，拥有蒙山叠翠、蒙山花潮、蒙山飞瀑、蒙山云海、蒙山日出、蒙山听涛、蒙山秋色、雪

峰玉谷八大自然景观。现已开发水帘洞、雨王庙、大小云蒙峰、天壶峰、栖凤山、蒙山卧佛、

蒙山猿人、邵家寨、蒙山巨龙、百丈崖、浴人，仙池等 180 余个景点。  

中国瀑布 

  在江北的名山大川中，像蒙山的水帘洞瀑布这样的三叠瀑布是不多见的。它在青山层岩

间奔腾跳跃，闪转腾挪，从约百米高的悬崖上一跃而下，中间为断崖阻隔，旋即又腾身直泻，

形成了飞流奔涌、轰鸣溅跳的叠式瀑布。水跌下霰雨纷飞，彩虹时现，美丽非凡，清洌的水

气使人身心顿爽。明朝的公鼐曾作《蒙山瀑布》对之赞美：“岂是银河落，飞来万丈余。谪

仙如可见，不复问匡庐。”清朝的王运晟这样来描写水帘洞瀑布：“蹑蹬觅仙境，流从天半垂。



 

出云偏有隙，停雨境无期。水击石鼓鸣，风披练破丝。至今帘不卷，终古月空窥。”意思是

说：沿着石阶小路去寻觅仙境，一条瀑布从半天垂落，水帘象飘动的白云，又象大雨飘落，

永不停歇。水流冲击着岩石，发出打鼓一样的声音，风吹瀑布象飘散的丝线，水帘长垂不卷，

千百年来，月光徒然照临，伺机穿过水帘，却被永远隔绝。  

  层崖中间曾有一个石洞，相传是战国时代的鬼谷子王禅修炼成仙的地方，洞口为水帘所

掩。至今仍流传着当年孙膑、庞涓在此跟王禅学艺的故事。  

雨王庙 

  庙中所祀主神——雨王，是蒙山地区专祀的司雨神灵，这位雨王即不在姜子牙《封神演

义》七十二部正神当中，也不在中国民间普遍信仰的专司风雨的神祗谱系中（如龙王、关公

等）。雨王神的来历众说纷纭，但最被认可的说法是认为雨王是神农时代的一位雨师赤松子。

看来这位神仙对蒙山情有独钟，在很早的年代便来到蒙山，保护此地风调雨顺，百姓安乐。

传说里蒙山古代仙人羡门子以及稍后的鬼谷子、钟离子都曾在此祭神祈雨，仙气氤氲，源远

脉长，可见蒙山祭祀雨神的传统之久远。见于文字记载的最早的雨王庙建于金朝明昌年间，

“祈雨辄灵，香火颇盛”。  

  雨王庙当地老百姓十分尊崇雨王，每逢雨王生日以及年节日，均要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

或逢大旱之年，蒙山方圆数百里的百姓便备上香烛供品，上山拜祀雨王，据说十分灵验。在

雨王的护佑下，蒙山境内多是风调雨顺，因此有“每年七十二场浇花雨”之说。过去的历代官

府对此也十分重视，加封雨王为“嘉惠昭应王”，故雨王庙又叫嘉惠昭应王庙。  

  现在的雨王庙飞檐雕栋，气派庄严。大殿正面供的就是雨王神相，刚慈威猛，俨然呼风

唤雨之势。南厢供观音菩萨，北厢供的是鬼谷子和黄大仙。老庙正面供雨王神象，侧面供鬼

谷子和观音菩萨像。千百年来老庙禀天地之灵气以及雨王的护佑，使这座看却不大的院落颇

显神奇之处。  

大小云蒙峰 

  双峰插天（云蒙双峰），明朝公鼐曾写诗赞道："蒙山最高是双峰，上有烟云几万重。我

欲峰头一伫立，却从天外数芙蓉。"作者想象着登上烟云飘渺的蒙山峰顶，恍若置身天外。

伫立在峰顶上去数点周围的山峰，就像立在天外俯视朵朵晶艳的荷花。云蒙双峰尖峭高耸，

直插云天。海拔分别为 1028 米和 1008 米，矗立于山脊云海之上，秀丽奇绝，有峄上峰之胜

地景。双峰万仞绝壁，分别有险峻小路可达峰顶。小云蒙峰又称云蒙西峰，山势绝险，苍鹰

不渡，至今无人攀登上峰顶。在大云蒙峰上，可尽览蒙山无限风光。上面又有"神龟望月"、

"夫妻石"等景点。  

云蒙双峰在当地又俗称大小“挂心崛子”。它的来历是这样的，东蒙有一座山峰叫仙狐楼，



 

传说里面住的老狐狸成了仙后，专门惩治人间不孝顺的儿女，把他们的心肝扒出来，挂在这

座山峰上，所以叫“挂心崛子”。把心挂的这样高，大概是为了儆告后人：不孝之罪，罪莫大

焉。也许是怕有人帮不孝儿女归心复活，谬种流传，所以高高挂在难以攀登的最高峰上。  

  另一种传说是，远古时代有次劫难，天塌地陷，洪水滔滔，只有云蒙双峰露出水面，挡

住了漂流而至的枯木和朽枝，洪水消退后，峰上挂满了柴薪，所以又叫“挂薪崛子”。这种传

说倒有些像地壳变化史上一次造山运动的真实景象。  

望海楼 

  望海楼为东蒙主峰，海拔 1001.2 米，因为峰顶的形状像一座城楼，在这上面可以望见

东海日出，所以叫做望海楼。站在这儿，你会顿觉天高地阔，心旷神怡。俯瞰山野，远近无

数峰巅，隐约于云海。辽阔田野，一望无际，苍茫天空与地平线相接。天气晴朗的日子，向

东边天际遥望，便会看见浩缈东海，波光熠熠。远观海上日出，这里是很适宜的景点。每当

晴日凌晨，极目东眺，但见旭日出海，初时大若磨盘，红若灯笼，艳光四射，跳荡不已。当

太阳渐渐脱离海面的刹那间，海水如腾如沸，十分宏丽壮观。随即旭日冉冉上升，顿时金光

璀璨，瑞气千条。这时望海楼下奇峰错列，忽明忽暗，时隐时现。整个场面惊心魂魄，令人

目眩神迷，叹为观止。这望海楼的峰顶又有一大石，石上有一泉眼，状似茶碗。泉水盈注，

刚好一碗，不流不淌，好似是专门为攀援高峰的旅人准备好的天池琼浆。若这水被喝干了，

会立刻再涌满一碗，不多也不少，真是奇妙有趣。人说蒙山“山多高水多高”，在这一千多米

高的山顶还能看到这突涌的、清亮甘洌的泉水，就是最好的证明了。相传谁要是喝了这聚天

地之精华的神妙的泉水，一定会祛病去毒，益寿延年。  

龙凤松 

  龙凤松长在路边向南探身的部分，龙首高昂，鳞甲斑驳，奋爪鼓须，像一条意欲腾空而

起的龙。而向北生长的一枝则像一只亭亭玉立的凤凰，翠绿的羽毛纷披，凤首高翘，凤尾拖

展摇曳。我们常用龙飞凤舞来形容美丽、生动和吉祥，这幅龙凤呈祥图是自然形成的，它历

尽磨难仍然生机勃勃。  

仙狐望月 

  在山的东北面看，峰顶又像一个狐狸的头，下面是狐狸的身子。有月亮的夜晚，山影朦

胧，像一只蹲踞在山间昂首望月的仙狐。所以这个景点又叫仙狐望月。这只狐狸在这里蹲踞

了千万年，采日月之灵气，沐浴山风雨露，能天壶峰不带点仙气吗？  

母子崖 

  如果你到南面去看，这座峰又成了一位农家妇女的形象，峰顶那块石头，是高挽云髻的

头，下面这长形巨石像一个孩子，依偎在母亲身旁。这又联系着一个关于采茶人命运的传说。



 

蒙山云芝茶的产量极少，采摘又极为困难，所以显得十分珍贵。元朝刘思温的《蒙顶茶》诗

中说：“烟锁天南一黛存，冰姿玉液产云根，何人识得仙家味，不与先春并日论。”意思是说

产在烟锁雾绕的蒙山顶上的蒙山云芝茶，是人间少有的仙家用品，即使是最好的早春嫩茶，

也不能与它相媲美。另一元朝人明昙吟咏道：“悬崖险峻石如林，一种仙芝不易寻。若向人

间问绝品，东蒙顶上白云深。”历来的文人墨客对蒙山芝茶的讴歌赞美，更增添了它的高贵

与传奇性。康熙乾隆下江南的时候，也对之赞不绝口，并把它列为贡品。 这样，那些达官

贵人也都把喝上蒙山云芝茶作为身份的象征。但是云芝茶的采摘极为困难，常常要冒着生命

危险。传说当地有以采茶为生的母子俩，这天登上天壶峰，看到下面的峭壁上生长着一丛丛

茂密的云芝茶，便由母亲拽着儿子探身下去采。当儿子一次次使劲俯身去采那茶丛时，母亲

渐渐地用尽了力气，手一松，儿子掉下山涧摔死了。绝望的母亲从悬崖上跳了下云。很长时

间里，深涧里常常传出那母亲的哭声，山崖上母子曾落脚的那块岩石，就在哭声里一点一点

化成了母子俩形状，人们就叫它母子崖。  

戏台石 

  这块巨形的岩石形成了平整的坡面，约有百多平方米的面积，名叫戏台石。雨季清清的

溪水漫石而下，景色秀丽。传说这里为王禅看戏的地方，又一说这原是八仙喝酒听戏的场所。

戏台石周围有茂林修竹，淙淙溪水，环境十分静谧幽雅.据说月朗星稀，万山寂静之际，会

有仙女飘然而至，载歌载舞，仙人们则会于此间，笑语盈盈。对此凡人自然是难得一见。然

而据护林老人讲，夜阑人静之时，此处常闻隐约的管弦声。  

  刘碧桥在蒙山深处有一座因势而建的桥--“流碧桥”，溪水从桥间流过顺势而下，流入山

涧，溪水清澈见底，象流动的碧玉，四周云雾缭绕，繁华似锦，乃人间仙境，“流碧桥”是蒙

山著名景点之一。  

【民俗节庆活动】 

  1.蒙山雨王庙庙会：每年三月初三  

  2.蒙山登山赛：每年五一期间  

  3.蒙山登山节：每年五一、十一期间  

【文化内涵】 

  蒙山丰富的自然资源，蕴育了浑厚的文化内涵，曾有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客驻留蒙山，

吟诵蒙山。  

  1.孔子"登东山(蒙山，古时称东山、东蒙)而小鲁"；  

  2.李白，杜甫同游蒙山留下"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等佳句，；  

  3.苏轼游蒙山诗曰：“不惊渤海桑田变，来看云蒙漏泽春”；  



 

  4.明代文字家公鼐作诗诵叹蒙山；  

5.康熙大帝冬游蒙山留下“马蹄踏碎琼瑶路，隔断蒙山顶上峰”的诗篇；  

  6.乾隆皇帝南巡中游历蒙山则留有“山灵盖不违尧命，示我诗情在玉峰”的赞美诗篇，  

  7.还有民间典故、流传不胜枚举，秦砖汉瓦、古刹庙宇、碑碣石刻等遗存悠悠林立。  

【蒙山特产】 

  蒙山国家森林公园内有兽类 10 科 15 种，鸟类 28 科 78 种，植物 100 余科 1000 余种，

其中中药材 500 余种。蒙山土特产和民间工艺品成为旅游购物的主要部分。  

蒙山远离现代工业，山上的柿子、板栗、野蘑菇、山楂等都是天然食品，也是很好的馈

赠佳品。蒙山天麻 、蒙山参、何首乌、灵芝、紫草、连翘等是很好的中药补品，还有荷包

等民间工艺品。 

天宇自然博物馆 

山东省天宇自然博物馆位于平邑县城， 2004年9月建成开放。2007年被评为国家AAAA

级旅游景区。该馆总投资 3 亿元，陈列面积 2.8 万平方米。博物馆内设科研馆 1 处，4D 动

感影院 1 处，展厅 28 个，馆藏展品 39 万余件。先后被命名为“山东省科普教育基地”、“山

东省关心下一代科普教育基地”和“中国古生物科普教育基地”等。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自然

地质博物馆。 

【简介】 

  馆藏展品主要以矿物标本和古生物化石为主。9 个矿物标本展厅内，收藏有世界各地的

珍奇标本上万件。2006 年被欧洲《矿物宝石标本》杂志评为年度十佳的“新疆碧玺”，它集

天地精华于一体，流光溢彩，为世界一绝；产于新疆奇台的硅化木长达 38 米，堪称世界之

最，2007 年 9 月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产自乌拉圭的紫水晶洞高 3.3 米，重 3.7 吨，属

世界之最；产于中国水晶之乡——江苏东海的重 3.9 吨的水晶单晶体为亚洲之最；重达 338. 

6 克拉的金刚石，是我国有文字记载以来产出的最大的特大金刚石，比号称中国之最的“常

林钻石”（重 158.78 克拉）重 179.82 克拉，呈金刚光泽，宝光熠熠；在世界上最大的石膏标

本展厅内，各种透明石膏晶莹剔透，琳琅满目；进入世界上最大的钟乳石展厅，就宛若走进

了梦幻世界，令人遐想无限。  

  在 5 个“贵州关岭生物群”展厅中，产于三叠纪地层的各种鱼龙、贵州龙、楯齿龙、海龙、

海百合等化石标本近万件，从长达 16 米的大鱼龙到不足半米的小鱼龙应有尽有，显示了三

叠纪时代生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热河生物群”5 个展厅中，恐龙展厅的鹦鹉嘴龙化石近 400 件。其中禽龙化石胃部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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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胃石和当时的食物形成的化石，具有极高的观赏和科研价值。“万鱼厅”展示了十万多条一

亿两千多万年前不同种类的鱼化石，为世界一绝。在世界其他博物馆很少见到的带有羽毛的

恐龙和鸟类化石上千件，为人们研究恐龙的灭绝和鸟类起源提供了翔实的实物例证。  

  本馆收藏有“山旺生物群”地层的近千件鹿类、犀牛类化石等在其他博物馆难得一见的各

种食肉类动物化石、昆虫、植物化石等都能在此一睹风采。看到这些化石就如同读到了一部

永远读不完的“万卷书”，使人流连忘返。  

【展厅介绍】 

恐龙厅 

  该厅主要展示的是中生代动物恐龙的化石。恐龙在三叠纪时期出现，繁盛于侏罗纪时期，

灭绝于白垩纪。由于中生代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如春，到处生长着植物，所以很适宜爬行动

物生存，尤其是各类恐龙，迅速繁衍分化，遍布世界各地，品种达到数千种，控制了当时的

海、陆、空三大栖息环境，称霸地球长达 1.5 亿年之久。恐龙是地球上生活过最成功的动物

种类之一。  

该馆收藏有长 8 米、高 6 米的金山龙，形态可爱的鹦鹉嘴龙，还有从恐龙向飞行鸟类进

化的初级阶段代表——中华鸟龙，世界上最早有喙的鸟类——圣贤孔子鸟。另外还向观众展

示了上千枚形态各异的恐龙蛋化石。通过各类恐龙化石的展示，不仅对研究鸟类起源，而且

对研究恐龙的生理、生态和演化都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哺乳动物厅 

  该厅可以让人了解长鼻类、偶蹄类、奇蹄类动物的演化过程。哺乳动物是由拟哺乳动物

演化而来的。在恐龙主宰地球时，最早的一批哺乳动物出现了。为了躲避恐龙，这些动物晚

上才出来活动，直至恐龙灭绝后，这些哺乳动物迅速繁衍，从而进化成不同的物种。  

  展厅中可以欣赏到庞大的象类家族和各种动物的复原图以及动物的骨骼化石，包括长达

8 米、高 5 米的师氏剑齿象，完整的铲齿象，以及真猛犸象的上牙化石等等。  

海百荷厅 

  在大约 4.8 亿年前，海洋中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动物。形态像一支含苞的荷花，又如一朵

绽放的百合，但它不是植物，而是一种海生动物，被古生物学家称为“地球优秀的先民”。在

现代海洋生存的尚有 700 余种，是化石中最具观赏性的品种之一。由于海百合死后，其姿态

得以完整保存形成为化石，由于这种环境比较苛刻，所以化石十分珍贵，它为地质历史时期

的古环境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证据，也逐渐成为化石收藏家的珍品，甚至被当作工艺品摆设。  

热河鱼类厅 

  该厅展示了许多非常珍贵的鱼化石，让我们了解到有关鱼类的知识。鱼类最早出现于寒



 

武纪，中生时代起硬骨鱼逐渐较软骨鱼兴旺直到现在。比如长江的中华瑰宝――中华鲟。离

开水后仍能生存较长时间的师氏中华弓鳍鱼、鳞齿鱼等。另外还有 10 万多条狼鳍鱼的大型

鱼板化石。狼鳍鱼是热河生物群早期研究中的三个代表成员之一。  

矿物晶体厅 

  本馆收藏矿物近 3000 余件，主要有原生宝石级矿物金刚石、祖母绿、海蓝宝石、碧玺、

紫晶、黄晶、玛瑙等，还展示了有色和无色原生矿物标本等，真可谓是品种齐全，丰富多彩，

琳琅满目，为更多的地质研究和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活动园地，让他们从这里进行科学

教育，探索生命起源，也为科研机构的科普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场所。  

蝴蝶标本厅 

  这里展出的蝴蝶包括生长于海拔 2500-5000 米高山高寒地方，如新疆天山、东北长白山

等地区，它们的翅膀薄如丝绢。另外还展出了拟态昆虫枯叶蝶、紫斑环蝶、翠凤蝶、霸王蝶

以及东南亚、日本、马来西亚、泰国等各地的珍贵蝴蝶品种。栩栩如生、绚丽多彩的蝴蝶宛

如多姿多彩的花朵，把您带到风景秀丽的大自然中。  

【社会效益】 

  自然遗存是人类开启自然文明的钥匙，天宇自然博物馆将以丰富的馆藏和优质的服务，

为研究、探索者提供最好的科研平台，为求知、求识者敞开博大胸怀，为一切热爱自然、珍

视生命的人们，送上开启自然文明的钥匙、通达科学知识之门。天宇自然博物馆属于文化产

业，但它与平邑县蒙山旅游区等一系列旅游、文化产业相结合，每年吸引着大批旅游者，成

为对地方经济具有相当推动作用的产业。同时，山东省天宇自然博物馆在普及科学、促进教

育以及提高人民群众的文明程度方面也起着特殊的作用。天宇自然博物馆被认为是世界上最

大的自然地质博物馆，并被授予“山东省科普教育基地”、“山东省关心下一代科普教育基地”

和“全国古生物科普教育基地”等称号。  

【学术交流】 

  2008 年 5 月 8 日受博物馆的邀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国际

著名恐龙专家董枝明教授、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陈丕基教授、中国科学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古鸟类研究专家侯连海教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徐星博士、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尤海鲁博士、中国科学院

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吴舜卿教授、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黄迪

颖博士一行来馆考察指导工作，郑晓廷馆长和他们举行了会谈。他们对博物馆的化石研究、

今后的对外交流等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并表示今后将利用他们的资源为天宇自然博物馆创

造更多的机会。随后，他们在馆长郑晓廷的陪同下重点考察了博物馆的科研楼所珍藏的宝贵



 

化石。他们一致认为，天宇自然博物馆丰富的馆藏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保留了无与伦

比的精神财富，为研究、探索者提供了最好的科研平台，为世界古生物学界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  

【世界最大自然地质博物馆】 

  位于沂蒙山区的山东省平邑县获悉，这里的天宇自然博物馆因保存有 1106 件较完整个

体的恐龙化石，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英国总部认定为“世界上最大的恐龙博物馆”。截至 2010

年 8 月，此馆已有 6 项藏品获“世界吉尼斯奖”，被誉为“一部描绘自然生命的万卷书”。 天

宇自然博物馆位于蒙山南麓的山东省平邑县，建筑面积 3.2 万平方米。馆内保存有 1106 件

较完整个体的恐龙化石，有长 8 米高 6 米的金山龙、形态可爱的鹦鹉嘴龙、从恐龙向飞行鸟

类进化的初级阶段代表——中华鸟龙等。  

目前，天宇自然博物馆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然地质博物馆。 

王羲之故居 

王羲之故居位于临沂市兰山区洗砚池街 20 号，为古典园林式建筑，占地约 5 亩。传说，

王羲之幼年时刻苦练字后即到池中洗刷砚台，长时间后以至于池水呈墨色，于是人们名曰“洗

砚池”。修缮一新的洗砚池、晒书台、鹅池、禊亭等遗迹，可一窥当时王宅的模样。新建的

晋墨斋、书法展室和百米长的书法碑廊，可使欣赏到书圣的手迹、碑帖以及当代南北大家不

同风格的书法作品。 

【故居简介】 

王羲之故居，位于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洗砚池街 20 号（中段北侧），为王羲之幼年居住

处。正门上匾额由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题写。  

【景区介绍】 

  王羲之故居位于临沂市兰山区洗砚池街 20 号，为古典园林式建筑。一期占地面积约 28

亩，建筑面积 300 余平方米。  

  书圣王羲之，字逸少，公元 303 年出生于琅琊郡（今临沂市），自幼酷爱书法，真、草、

隶、篆俱佳，尤善隶书。王羲之与其子王献之，在我国书法史上并称“二王”。王羲之不仅在

《晋书》有传，还有劳唐太宗亲笔撰写了一段专论，因为他的书法忒妙，受到唐太宗的“御

赏”。  

唐太宗称赞他“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唐太宗是一个爱

好书法的皇帝，他一生对王羲之的墨迹，真是“心慕手追”，直到临死还留下遗言，将古今行

书第一的《兰亭序》陪葬昭陵，留下了至今还争论不休的一桩公案。  



 

  晋永嘉元年（公元 307 年）随家族南迁会稽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舍故宅为佛寺，

佛寺历经兴废。伪刘豫时，易名普照寺，沿袭至今。为纪念我国历史上这位书法大师，1990

年以来，由临沂地区行署、临沂市政府投资 400 余万元修复了王羲之故居。  

  王羲之故居位于兰山办事处砚池街中段北侧，为王羲之幼年居住处。  

【历史变迁】 

  西晋太安二年（公元 303 年），王羲之生于琅琊临沂，并在此度过他的幼年时期。据《临

沂县志·古迹》载“王右军故宅，治城西南隅普照寺”。西亚末，“永嘉之变”（公元 307 年—313

年），临沂“诸王南迁，舍宅为寺。东有晒书台，南有泽笔池，一曰洗砚池，皆其遗址”（《集

柳碑》）。  

  后魏时，名律寺。唐玄宗开元八年（720 年），赐名开元寺。北宋改称天宁万寿禅寺。

伪齐刘豫时，易名普照寺。金天会十五年（1137 年），僧妙济禅师觉海来的普照寺任主持。

4 年后，在沂州防御使高召的赞助下，拆除墙垣，开拓庙基，建立围墙；并架石桥，跨望月

湖，将原偏僻的水池隘寺，扩成空旷之境。同进翻修殿宇，并在大雄宝殿北建藏经楼，收藏

佛经 5048 卷。工程告竣后，在寺中庭筑亭刻碑，以记其事，此即有名的“集柳碑”。  

  明正德年间，被封于沂州的泾王朱又对此寺进行大规模修缮，并铸大批铜佛像及 1 口大

铁钟。此后，为纪念王羲之，后人又在普照寺和洗砚池之间增建右军祠。祠堂内立右军坐像，

两边童子各一，左抱文房四宝，右抱白鹅；祠院内立一龙凤碑。明崇祯十二年（1639 年），

将原在城南关的忠孝祠移此，建于普照寺的西南。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知州李希贤在右军祠内设立琅琊书院。同治年间，在忠教

祠西又修建了万善庵。昔时，这一带琳宫梵宇，错落分布，苍松古桧，林立其间，为临沂城

五大形胜之地。夕阳西下时，暮霭朦胧，古城沐于一片灰暗之中，唯普照寺内高耸的大雄宝

殿的西山壁上，被夕辉所映射，红光熠辉，光彩夺目，堪称奇观。古琅琊八景之一“普照夕

阳”即指此景。  

  抗日战争前，寺院等仍一直保存，为省立第五中学的第三、四院。日军侵占临沂后，古

建筑被破坏，古文物遭洗劫，普照寺等名存实亡。仅存的大铁钟毁于“文化大革命”期间。  

【主要景点】 

  王羲之故居始建于 1989 年，位于临沂老城区洗砚池街东段，北至兰山路，东至书院街，

西至普照寺巷，总体规划占地面积 80 余亩，总投资约为 7000 万元。  

  王羲之(公元 303—361)，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市)人。创造了妍美流便的今体，

被誉为“书圣”。他的作品以行书《兰亭序》、楷书《黄庭经》、《乐毅论》以及草书《十七帖》

等最为有名。  



 

  王羲之故居一期工程于 1990 年 5 月建成正式对外开放，主要建设了洗砚池、大门、碑

廊、琅琊书院、晋墨斋、砚碑亭、晋墨留香亭等景点；二期工程于 2003 年 10 月 16 日正式

建成对外开放，主要建设了王羲之故宅——沂州普照禅寺、纪念一代“书圣”王羲之的右军祠、

纪念清朝抗日战斗英雄左宝贵的左公祠、纪念临沂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五位贤人的五贤祠以及

集展览、绘画、培训为一体的翰墨苑等景点，重新复制刻成沂州普照禅寺兴造记(集柳碑)、

乾隆皇帝题琅琊五贤祠御碑，大、小兰亭图、十七帖、琅琊帖等海内外名碑。  

【重修始末】 

  1982 年始，政府拨款，对故居分期整修。现故居四周青墙环绕。大门南向，前出檐，

立明柱 4 根，门上悬挂“王羲之故居”扁额。入门向北，为洗砚池。池岸砌假山怪石，池畔植

垂柳花草。池东西两侧狭窄处各有 1 石桥横跨。池北临畔修砚碑亭，亭内立“晋王右军洗砚

处”、“洗砚池”石碑 2 块，字迹古朴苍劲。亭东临池建左堂，名晋墨斋，内陈列文房四宝、

书、画等。亭西、池中建留香亭，池面曲桥回旋、衔亭接岸。池西，回廊环绕，长百余米，

廊壁嵌大理石石碑 50 余块，系全国著名书法家为故居重建时所题。砚碑亭迤北空景处，筑

大理石高台，台上立“晒书台”石碑。台北部亦建有厅堂，名书院，内陈列书圣的碑帖、石刻

及全国书法名家精品等。春、夏之际，临台凭眺，故居内亭堂参差错落，花红柳绿，白鹅绿

水，池光桥影，环境清幽。游人来此，观美景，赏书法，思前贤，心旷神怡，叹为佳景。  

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 

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位于临沂市兰山区银雀山西南麓（市政府院内），山东省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也是全国第一座汉墓竹简博物馆。2005 年被评为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 

【简介】 

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位于临沂市兰山区沂蒙路 219 号，周围红墙环绕，内植松柏花

竹，为古典宫廷式建筑。占地面积约 10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2400 平方米。该馆于 1981

年破土动工，1989 年竣工正式对外开放。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国第一座汉墓

竹简博物馆。银雀山和金雀山的地下有规模较大的汉代墓群，以西汉墓葬为主，兼有战国至

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墓葬群。1964 年被发现，1972 年至 1986 年先后发掘一百余座墓

葬，大多是西汉前期墓葬。  

【布局】 

  博物馆于 1989 年 10 月落成开放。博物馆为古典宫廷式建筑。馆内松柏花竹，长廊围绕，

山水相映，整体设计融仿古建筑与园林风格于一体，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是一座遗址性专

题博物馆。博物馆共有三个展厅：银雀山汉墓厅、竹简陈列厅、文物陈列厅。银雀山汉墓厅



 

的中央是复原的一、二号西汉墓穴，随葬品复制后按原状摆放在棺椁内。椭圆状展厅四壁为

放大的挖掘现场和出土竹简的照片。两座汉墓共出土竹简 7500 余枚。一号墓竹简内容有《孙

子兵法》十三篇、《孙膑兵法》十六篇和佚文五篇；二号墓竹简内容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历

谱》。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土，对于中国军事史、文字学、古音训、古简册制度及古代历法

的研究，均有重要价值。  

  竹简陈列厅一层分为《孙子兵法》展厅和《孙膑兵法》展厅。陈列以图文与实物相结合，

向观众展示了出土的两部兵书竹简、孙子和孙膑的作战实践、春秋战国兵器、以及中外专家

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二层为文物陈列厅，展出一、二号汉墓出土的文物及 1970 年以来在

金雀山和银雀山百余座汉墓出土的部分文物，其中的西汉帛画，是继湖南马王堆帛画之后的

又一发现，是长江以北地区出土的唯一的西汉帛画。还陈列着仿制的古代兵器矛、戈、戟、

弩、铜剑、铜镞等，以及战船、望楼车、抛石机、云梯、陶釜、铜鼎等。  

  文物陈列厅设在二楼，陈列有百余座墓葬中出土的部分文物精品，包括陶器、漆器、帛

画和汉画像石等。其中的西汉帛画为珍贵文物。这幅帛画于 1976 年 5 月在金雀山九号墓中

出土，置于墓主人棺盖的麻布之上，是长江以北地区唯一出土的西汉帛画。画呈长方形，长

200 厘米，宽 42 厘米，以红色细线勾勒，平涂色彩，有红、蓝、白、黑等色。画面主要内

容分为天上、人间、地下三部分。天上有日月，日中有金乌，月中有蟾蜍和玉兔；人间有蓬

莱、方丈、瀛州三座仙山，山前有一建筑物，内有一贵妇人端坐右方，前有侍婢模样的三个

女子侍立，另有一女子手捧容器跪于女主人之前作奉献之状。由此开始，连续出现几组人物

生活场面，其中包括乐舞、迎送宾客、纺织、问医、角抵表演等，表现了墓主人起居宴游等

生活情景。这是国内继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之后，在长江以北地区首次发现的帛

画，它不仅是珍贵的艺术珍品，而且对研究古代的丧葬制度、神话传说和宗教思想也具有重

要意义。这也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国民间绘画艺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组织机构】 

办公室 

  负责贯彻落实全馆性党务、行政工作；全馆的各类党、政务活动和部室之间的交叉性公

务活动；重大事项、决议的组织、贯彻、落实、督促；对外宣传工作；全馆综合性文件、档

案、印信的管理和行政服务性工作；财务和人事管理工作；负责全馆房产、固定资产的管理

与维护工作；负责开展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对藏品实行科学化、信息化、规范化管理，确保

库房文物安全，对社会流散文物、文献和资料进行调查与征集，施行馆藏文物的科技保护与

修复。  

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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