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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文化厅副厅长
湖北省文物局局长

Jb坡等二

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逐渐步入后工业时-代，出现了经

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世界格局，和平与发展成为了新的时代主

题。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政

治、经济、文化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 随着后工业

时代出现的种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和日益严重，人

们对工业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环境下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

系有了更多的理性思考，尊重自然，保护环境，以人为本，关注人的

终身发展，提倡人的社会责任感等新的科学发展的理念不断出现。 国

家、社会的发展不再只以单一的经济指标的增长来衡量和体现，国家

之间的竞争也由军事、经济上逐渐转变到文化上，世界进入了以文化

软实力定成败的历史阶段 。 国际国内社会发展的大环境及其深刻变

化，为我国的文化事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良好的机遇。 当然，

也包括对我们的博物馆事业。

博物馆是人类文明历史发展最好最直接的见证和l载体，是人们

追忆过去、审视现在、预想未来的精神家园 ， 也是人们终生学习的科

学艺术殿堂。 自清末张春创办的南通博物苑在中国诞生百余年来，中

国的博物馆在与生俱来地具有国际博物馆公共属性的同时，通过积极

开展收藏、展示、研究、教育等业务活动，由小到大，积木成林，逐

步发展为具有更多丰富内涵与更广历史使命的公益性文化服务机构，

成为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建设、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 。 中国博

物馆在国际博物馆界也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湖北地处华中腹地，是楚文化的发祥地，自然资源丰富，历史

文化璀琛，是全国知名的文化、文物大省之一。 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在国家文物局和湖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各级地

方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全省博物馆事业从无到有，得到了蓬勃发

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成效显著，步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

期 。 截至2011年 11月底，全省拥有各级各类博物馆、纪念馆145所，
其中文物系统管理的博物馆为 115所，数量居全国前列，以省直博物

馆为龙头，以主要地市级博物馆为骨干，以特色县市级博物馆和行业

民办博物馆为补充的"布局合理、大小兼顾、特色鲜明、内容丰富 "
的博物馆体系初步建成。

一一-博物馆建设高歌猛进。 继2007年投资2. 3亿元的湖北省博物

馆二期工程建设完工后，编钟馆改造工.程启动实施，总投资近10亿元

的三期扩建工程目前完成国际招标并顺利开工，项目建成后博物馆总

建筑面积将达到10万平方米，是建国以来湖北省投资最多、规模最大

的单体文化建设项目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利用辛亥革命100周

年的契机，完成了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主楼的维修，并全面实施了议

员公所的维修复建。 创新机制、大胆探索，实施了湖北明代潘王博物

馆建设工程，目前己全面建成并对外免费开放。 总技资 3 . 34亿元、总

建筑面积2 . 2万平方米的辛亥革命博物馆建成并对外开放 。 武汉市中

山舰博物馆建成并对外开放 。 荆州博物馆2万平方米新综合陈列楼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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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概念设计的国际招标，启动了方案设计 。 向国务院和中央有关部

委积极申报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十堪市建设中国南水
北调博物馆 ， 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黄石工业遗址博物

馆、荆州熊家家遗址博物馆、建始人遗址博物馆等遗址类博物馆的建

设强力推进。 十堪、随州、黄石、襄阳、咸宁、鄂州、黄冈等一大批

中等城市和宜城、钟祥、丹江口等重点县市相继建设博物馆新馆，全

省掀起了博物馆建设的新的高潮 。 除文化文物系统以外， 高校、科

技、企业等其他行业及民办博物馆发展势头良好，办馆主体日趋多元

化。 仅武汉地区，即拥有行业和民办博物馆30余所 。

一一免费开放取得重大突破 。 2007年 11月，湖北省博物馆率先

在中部地区免费开放。 2008年，我省被国家列为首批博物馆免费开放

的7个试点省份之一。 2008至2010年，中央补助全省79家免费开放博

物馆专项资金2. 3亿元。 2009至2011年 ， 年均观众量达800余万人次，

比免费开放前增长120% 0 2011年 ， 全省实施免费开放的博物馆达到87

所，年度中央补助免费开放总经费达1. 05亿元。 全年共举办基本陈列

超过500个，临时和专题展览100余个。免费开放加快了博物馆融入社

会的步伐，使博物馆的文化辐射力和社会关注度得到空前提高，公共

文化服务能力得到显著加强。

一一一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积极推进博物馆体制机制创新，推动

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 经全国博物馆评估定级，湖北省博物馆、

武汉博物馆、荆州|博物馆等3所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 另有2 1所被

分别评为国家二 、 三级博物馆。 2009年，湖北省博物馆被确定为全国

首批中央地方共建的8所博物馆之一。 文物调查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

试点项目顺利完成， 实现三级以上馆藏珍贵文物"摸清家底、动态管

理"的预期目标，确认全省一级文物2514件(套) ，位居全国前列 。

博物馆文物库房管理进一步规范，设施条件明显改善 ， 武汉博物馆库
房环境达标试点项目通过国家文物局验收 。

一一社会效益显著增强 。 积极贯彻落实 "三贴近" 要求，创新
展示方式，陈列展览内容、科技含量和艺术感染力显著提升。 注重提

高新建博物馆的展陈水平和服务能力，扎实推进文物资源丰富特色县

级博物馆展览改造提升工程。 全省博物馆每年举办展览近400个，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在全国十大陈列展览精品评选中 ， 湖北省博物

馆《曾侯乙墓》荣获十大陈列精品奖 "最佳服务奖"和"最佳新技

术、新材料应用奖"武当博物馆《道教文化展》荣获"最佳制作

奖" 。 博物馆进社区、进校园等特色活动持续开展 ， 彰显了博物馆文

化影响力 。

一一文物对外交流亮点纷呈。湖北省博物馆等参加国家组织的

《千古英雄一-大三国特展》 、 《秦汉 罗马文明》 、 《天子一一

中国帝王艺术展》 、 《中国国宝展》 、 《走向帝国》 、 《明代艺术
展》等大型对外文物展览，向世界人民介绍了博大精深的荆楚文化，

彰显了荆楚文化的独特魅力 。 境外来鄂文物展览日趋增多， ((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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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乌菲齐博物馆珍藏展》影响最为广泛，该展是自建国以来湖北引进

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次外展。 与港澳台地区文化遗产交流形虽

多样、亮点频出，台湾湖北文化周 、 《剑舞楚天一一楚文物特展》等

对台文物展览引起良好反响 。 台湾《南张北溥一-张大千、 溥心舍书

画展》、香港《岭南三高画艺展》等进一步拉近了鄂港台之间的距

离。中俄国家年、冰岛中国文化周、韩国湖北文化周、挪戚湖北文化

周等重大外事活动中，博物馆文物展览作为"外交使者

片"密切配合全省外事工作，成为了荆楚文化的承载者、传播者。

成绩属于过去，荣誉鞭策未来 。 尽管几十年来湖北的博物馆事

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相对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

需求，相对于湖北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全省博物馆在展陈面积、服

务质量、 学术研究、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仍亟待加强， 博物馆的社会

影响力和服务社会经济的能力也有待提高。 博物馆发端于社会 ， 又服

务于社会，这是博物馆存在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 "天将降大任于

斯人也"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博物馆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深深

地烙刻在自己身上的历史重任和社会责任，必将伴随其成长发展的历

程得到永久地承担、延续 。 不可否认，构建博物馆事业的科学发展是

一个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博物馆等各方面的共

同努力 。 作为"千秋著述之大业"的《中国博物馆志》的编修，同样

是工程浩繁，需经年累月之功 。 可喜的是 ， 在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

与大力支持下，中国博物馆协会对全国各省《中国博物馆志》的编修

出版进行了高效的组织与实施，全国博物馆界亦付出了大量人力物

力，充分体现了中国博物馆界对社会、对事业高度负责的专业态度和

敬业精神 。 社会发展，时代前进，盛世修志 ， 意义非凡 。 改革开放30

年来湖北博物馆事业的巨变、 最辉煌的篇章，尽现于这一本沉甸甸的

《中国博物馆志)) (湖北卷)中 。

"潮平两岸阔，风正-帆悬" 。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吹响了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进军号，为奋力构筑中部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

湖北， 送来了强大的政治动力和精神动力 。 我们相信，在党的十七届

六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以 《中国博物馆志)) (湖北卷〉的编辑出版

为契机，湖北的博物馆工作者必将不断解放思想，以改革创新为动

力，以满足人民群众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奋力推进湖北文化强省

建设，为新时期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

二0一一年十二月 二 1-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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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垣市博物馆
Shiyan Museum 

概述

类型 地方综合性博物馆

隶属关系 隶属于十堪文化体育(新阅出版〉局

创建时间 1978年 10月

所在位置 位于卡堪市茅箭区，雨水-I t调巾线调水源

头区，武当山山麓

1 .十堪市博物馆鸟瞰 2 十堪市博物馆外观

面积 占地而积23333平方米、建$1ITñ积 11540平方米

布局 20071F7月 1-堪市博物馆JØr馆落成并对外fl 放 。

该建筑共三层，按功能分为陈列展览区、综合服务区两大

部分。一层为综合服务区 ， 设办公区、文物库房区、接待

l丘 ， 分别有独立入口。 二 、 三层为陈列展览区，观众通过

广场大台阶1'1:1入口上至二层平台后进入展斤 ， 展厅左侧为

服务台 ， 右侧为展厅氏廊，二者与建筑主体相互环绕合成

个梭j膨率外庭院。

建筑特点 外观设计以人的抽象H眼民刷H瞄吉作为构囱 。 从空

中俯瞰|卡-堪博物馆犹如穿透卡堪历史的 "11眼良!睛请

|卡"垠市特有的武当渲教文化和和l汽车文化元素，既象征着武

兰当斗太极八卦"阴阳鱼

墙以耳石7为 j主:: ， 使用石材体现博物馆特有的厚重与深沉 ; 人

湖北卷

行通道与休息区配以新颖的大丽积点式放璃幕惰，石材幕

墙与玻璃幕墙之 rliJ建筑弧线相互咬合交叉，虚实的强烈对

比，象征着武当山道教文化中的太极图案;北侧最大的陈

列室弧形略微倾斜的墙屋面，发散状的纹理体现了中国传

统建筑的外形元素。

历史沿革 1 978年 1 0月，根据那地革 [ 1 978]25号文

"关于成立那阳地区博物馆的批复成立员11阳地区博物

馆。 1989年，根据十堪市编委 [ 1989] 59 号文批复 ， 与十堪

市群众艺术馆合署办公 ， -j-堪市文物管理处成立。 1993年7

月 2 1 日 ， 那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 1995年4月 13 1斗 ，

那阳地区博物馆与1-1医市文物管理处合并， ïE.1'，为十堪1)1

博物ICj''"迁入卡堪市柳林路60号综合楼办公 。

2005 11': 6 月 27 问 ， 市博物馆新馆建设Jl工 。 2006年4

月 ， 十堪市编委批准，十堪市博物Il1-r提升为副县级'Jï-业单

位 。 2007年 l 月 1 6 日， 1-堪市博物馆迁址北京北脱~9 1 号新

馆。同年7月 I R ，十垠市博物馆新馆全而建成，川1按"湖

北南水北ìJ司 I~I~物馆"牌子 ， 并对外开放。

历任馆长 明昌福 ( 1978. \0)胡文魁 ( 1 995.4)

胡勤 (2003. 1 2) 。

业务活动

基本陈列 该馆陈列展览区别 F编年览馆的博物

馆，来m主题展览的形式，提炼本地历史文化特色，开设

《走进恐龙时代》、 《远古人类家园》、 <<11 11 UI琼阁武当

山》、 《十堪与水)) 和 《车与十堪》五个基本展览。展览

精选代表 1-:1挺历史文化魅力的文物不11艺术精品，采用高科

技、多互动、大场景的现代陈列方式，给观众营造身 |抬i其

境的体验式参观氛围 。

《走入恐龙时代》 鄂西北曾是恐龙的刷息地。 忖~

拥有国内外罕见的单棘龙、巴克此'自-锵化石不IJ日 1I县青龙山恐

龙蛋化石群。 该展览以十摆出上的恐龙、恐龙蛋J-.J依托，向

观众传播关于恐龙肚界的科学生1ω七虫11恐龙生存环境、恐龙

恐龙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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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克龙化石

的繁衍、恐龙的种类、恐龙的习性和恐龙的灭亡之谜。

该展览山'积650平方米。展厅采用舞台背景式和光电

浩型式以及仿真背景式衬托，营选一片开阔的亚热带丛林

景观，数十具形态各异的恐龙，旦旦立或卧，或跑戎跃。 里

丽的多媒体设计扬弃了 fæl!摸屏-体机的悦 - 1冻列方式，让

观众I]J 以躺着.u、站着 |沂、坐行玩 。 "恐龙如何生小宝

'七 '\ "平11斩!二龙赛跑"、 "恐龙拼图这些更加l多元

活泼的展示活动 . 给观众愉快的学习体验，体现博物饨的

礼会教育必休闲自卫乐功能。

<<Jzt I片人类家园》 该展斤以十版出土的古人类化

和、 il牛 i;JJ物化 ，Cï Jjz 11 i \lU 品为依伍，向观众普及人类起

源、lH:化和文明发展的生II ì.H: 诠秤 1-堪是~古人类繁衍活

动的币j1舞台:阐述十堪，lj人类化石在人类进化史上突山

的地位和l价值。

i亥展览 Ifñ积680平方米。展山占人类化石32件并生

物化{ì45 i' 1: .f亏器、陶栋、 I~ .:li*等 100余件 。 在展厅中央展

.fÞ.内， 1陈列着两枚卡堪 :1\上的国t级化千{一一邸县人头骨 l

号、 2 号 。 观众 nJ以全方位、多如iU ITIT看清头骨，交山展现以

" 员11 县人"为代炭的考 ，J:ï发现在 rl'l玛利|业界人类lH:化史上

的地位和l价值。

们11I山琼阁武当山》 该展厅从宏观的视野，采用文

字、建筑构件、图片、沙盘以及微缩的模型向观众介绍武

当 山的历史沿革、建筑文化、道教文化，用独特的视角展

示肚界文化地JY:r..一一武叫山市生~筑群的文化内涵和l文化4守

性，使人们看到独特的武当山的文化魅力 。

该展览面积780平方米 ， 展出明代铜质造像7尊 ， 明代

石质造像 l尊，道教乐器7件套 ， 古建筑构件20件。展厅里

着重j眨示最具代表性的治世玄岳Ml坊、他驮仰、 一柱十二

梁、龙头头香、金殿等。 为了体现龟驮僻的厚重、高大，

采用任宝培形 "1\ 顶内镶反光镜的方法， i，叶以折射山龟驮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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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类厅

那种高耸入云的效果.金殿采用铜雕模型与紫)flJ城做成的

台基结合，让人近距离欣赏金殿的杰 :H工艺。

《 卡堪与水》 该展 }f主要宣传人类认识水、利用

水并与水利谐相处的自然生态观和科学发展观:十堪市建

国以来水利和水电开发的历史进程及其取得的辉煌建设成

就;从世纪工程一一南水北调中线工科入手，表现;KVh! 1又

十I区在中国水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和l战略贡献 ，

在工程建设、移民搬迁、文物&生态似护等方面所做出的

奉献和牺牲 ， 突山展现中线工程的决策过程车n在世界调水

史上的地位。

该展厅}lJ!:览面积 680平方米 。 展示存秋 H才代青铜器5

件，民俗文物5件，还展示了十堪水利~设的洪灾阁片、

丹u:u大坝微缩墙、领导关怀照片、移民湾雕、马灯、铁

锹、扁担、统宾、土筒、垫肩、独轮车、战旗、决心书、

战报等实物。 在"消;K.I七送"为主题的j畏区， 一|陌巨型雨

水.It调中线水源工程调水电子地图铺设在地面，成为 i友展

厅的棋大亮Jh， a 当观众沿着巾线工程的输送线路走H于，每

到i在 咱个城 111.相应的电子监水屏会播放该城 111 风光，千T

助观众更好了解南水北调的重大意义。

(( -'r::与|堪>>亥JV/:厅提出~;东 }xUFII 1-堪40年成长和发

展史的区域文化精华，通过企业发展、社会迸步、城市壮

大、汽车文化等城市先点，展示了十堪入和|东JA人艰汗创

业的νj史记忆，铺展 1-服手11 东风汽车成长壮大的轨迹，彰

显 1-1m与尔风公司共生、共兴、共荣 ， 具有深厚的血肉亲

情 : 以及十j筐人民和尔风人艰泞岱斗、勇于奉献、开拓址

取的伟大精神。

该展览 IÍlï积800平方米 。 展示第二汽车制边厂第一代

25Y':/卡车 l辆，汽车模型的件，汽车配件20余件，珍贵文件

30余份 。 采用声光电等高科技、多丘ï;JJ 、 大场 ;崇展示手

段，再现从20ltt纪60年代，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和 t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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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藏品] 恐龙蛋化石 : 挪县人头盖骨化石;旧

石器时代予斧刃而上E皇本行集经:在秋蟠峭纹铜篮:

春秋铜阻 ; 存秋铜)'u'I: IYJ ~鑫金制真武像 F~j铜灵官像:明

铜周公站像:明铜桃花站像:春秋玉树铁剑:汉代陶锅。

[藏品保护] 该 '~U建有专 r J 的文物库房和配备相

应的保护设施，严格按照《藏 AA T夺理办法》的各 Jyïft.!\! 定

进行管埋。 凡是只行历史、艺术或科学价值的一、 : 、 兰

级藏品，经行级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组的严格鉴定 ， 均建

立文物藏山71 树案和电子叉'本 : ~读品的保竹工作做到制度健

全、账目前楚、鉴定确切、编 门 阵 l归 : )1二对 -些破损藏 1日l

《车与十堪》展斤 捺物进行修复保存:库房内配备必要的讯、混J立计、恒混

线建设要抓紧"的指示下 ， 第二汽车制造厂落t， 十堪，包 ~I- 以及安仓防火器材。 按照 《 博物馆风险等级和|安们防护

造了"水上行军"、 "陆地走船"的奇 j盔和m背篓、竹 级别》规定要求，俯内设立安全保卫利，坚J气1' 24小时值

筐、扁担运输百|吨机械的神话，打造了一座东方汽车城的

光辉)jj碗 。 而十堪这个偏僻而古老的山惧，也因 4二而煌，

囚车而兴，发展成为 一座现代化的汽车城。

专题陈列 ((雨水 ~t 训湖北j准 |豆 8\ 上文物展))有

水北调工程是继三峡工程j币 ，我国又一项跨地区、跨流域

的特大水利工程。 卡堪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

|抱着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薪水 ， 库区内众多珍贵古文化遗

址、古墓葬、占建筑将被大水淹没。 2005 - 2009年以米 ，

湖北行文物用在国家文物阳、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和1省委、

省政府的领导 |飞 组织全 1.1儿十家专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

校的考 l士;工作布，深入十I匾淹没区开展抢救'~t文物保护工

作，在考古发按TI中山士大 iiI珍贵文物 ， 驭得了一系列重要

发现。 该展览面积710平方米 。 精选j库军区出土珍贵文物22 1

{卡钊件tl牛|卡二 ， 分"石.(，揣!揣持时代一一文 l用叨y归]的起步 P\ "豆商几用j一一义立"r明归

(1的|白甘形成

汇报丰和口 j展丧示该省征南水北调文物{保呆扩护l工作中取得的阶段性

j成戊果 。

藏品管理

[藏品来源] 主要通过征集 、 考古发掘、上缴

(交)、捐赠、收购等途径取得。现有的文物藏品中 ， 绝

人;多数为考占发掘的 ::I\t文物，以石器、陶器为主。

[减占11 类别] 占生物化石、造像、陶侄器、玉器、

青铜器、青器、银器、书画、钱币等。 馆内暂仔雨水北调

湖北库，区考古发掘出士旧石器时代手斧、夏商用陶器、春

秋第→王剑以及青铜礼苦苦等3000余件珍贵文物。

[藏 1日统计] 截止2009年底，十堪 rll博物馆现有馆

藏文物3306 1 {'1二套， .;lJ.: rl'一级文物 1 6件， 二级文物3 1 件， 一

级文物7 1 件， J-I~计川 8件 。

9iB县人头盖骨化石

旧石器时代手斧

春秋蟠蜻纹铜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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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制 ， 完善《消防安全部24小时工作流程》 和 《保安值班

24小时工作流程及规范》 。 安装了火灾自 ï9J报警、消防联

动控制系统、防盗报警和闭路监视系统，制定《免费开放

管理办法》、 《观众参观须知》 、 《消防安全部工作流程

及规范》 和 1 <<协警保安工作流程及规范 >> ，完善防火 、 防

盗、防震以及 |坊雪灾、冰雹等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 ， 落实

消防安全管理制度、交接班制度、来访人员登记制度等 :

日常工作中加强检查和演练工作。定期对消防安全设施安

全隐患进行抖|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到位。

考古发掘 考古发掘工作起始于8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

发现古墓 ， 至20 1 0年 止，在市域内农田改造、基本建设、

水利、交通等设施建设工程中，通过抢救发掘、民间征集

等各种形式，经过20多年的考古发拥 ， 出土了数千件文物

标本(其中包括一些文物珍品) ，为研究 卡堪地区的古文

化而貌和i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实物依据。

科学研究

[科研队伍] 副研究馆员3人 ， 馆员7人， 初级助理

t官员 18人 。

[科研成果] 近几年来 ， 十堪市博物馆积极开展文

博专业埋论研究。编撰出版《鄂西北考古与研究》、十堪

市博物馆陈列展览丛书《走入恐龙时代》、 《远古人类家

固》 、 《仙| 山琼|到武当 山 》 、 《十堪与7.k >> 和] <<你是我眼

睛'里的海一一十堪市博物馆征文集>>先后在《人类学学

报》、 《华夏考古》 、 《江汉考古》 和 1 << 中国文物报》等

重点专业报刊杂志上发表《湖北旧石器文化初步研究》 、

《湖北丹江口水库旧石器调查简报》等论文40余篇。

宣传教育 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 主动与学校联

系，把 " 请:ìtt来" 和"展览训解送出去" 相结合。在{做故好讲

I解怦接待的同时， 在 " 五五 四

国庆等等z纪念日，与学校联系，组织学生参观，并举行革开团员

入团罪11预备党员入党宣誓仪式，使学生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 人生观、价值观: 在5. 1 8国际博物馆日 ， 举行"我与博

中国博物馆志

物基础知识讲座活动5次 ， 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交流合作 十堪博物馆与国内各级博物馆一直保持着

良好的互动关系，相互交流临时展览 ， 提供业务信息和资

料，进行文物鉴定 、 修复 、 复制 ， 派遣工作人员参观学习

等。 2007年以来 ， 先后与襄樊、荆州、荆门和l黄石博物馆

以及陕西安康、四川达州 、 内蒙古包头博物馆等20余家博

物馆进行互动访问交流，共同探讨博物馆建设与管理、汉

水文化、武当文化等相关的学术课题， 举办l临时展览等。

经营管理

[单位性质] 社会公益性质的国营文化事业单位

[经费来源] 财政全额拨款

[机构设置] 实行馆袄负责制。内设办公室(群工

部〉 、 陈列部(保管部)、考古部、消防保卫击节4个职能部室。

[人员编制、组成] 核定入员编制35人， 臼筹编制

8人 ， 现有职工30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30入，高级职称3

人，中级职称7人，初级职称 1 8人 。

[服务观众项目] 开设咖啡厅、茶座 、 纪念品商店

等休闲文化服务项目 ，配备语音导览器 ， 提供针线盒、医

务急救箱 、 残疾人轮椅车 、 婴儿车、雨具和休息椅等免费

服务 。 向观众提供免费宣传资料 ， 为入馆观众提供免费寄

存服务，开通残疾人无障碍通道等。

[观众接待] 年参观人数 1 5万人次

参观指南

[地址] 十堪市北京北路9 1 号

[ 11111编] 442000 

[电话] 07 1 9-8489398 、 07 1 9-8489300

[电子邮箱 shi yanbowuguan@qq . com 

[网址 www. \Oybwg. com . cn

[开放时间] 8:30一 1 6:30

[票价] 免费

(撰文 : 胡J}J、石义花〕

物馆"参观、征文活动 ， 免费接待全市 17所刷、学校两万多 七里坪革命纪念馆

学生参观:共收到征文 1 506篇，并把征文编辑出版成集送给

城区各中小学生;推出走进农村校园的主题宣传活~ï9J ， 送博

物馆展厅展览和l讲解到偏远地区校园;同时，编辑出版陈列

布展丛书和博物馆相关知识宣传册5万余份，免费赠送未成

年人阅读。 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公开招募志愿者 ， 并对志

愿者进行博物馆相关业务知识、礼仪规范、讲解员职业道德

等专业培训 ， 选拔出一批优秀大学生志愿者在双休 |三|、 氏

假、暑假为观众服务。 发挥馆内文博专家资源优势， 开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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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类型 社会科学类历史遗址专题纪念馆

隶属关系 隶属于红安县文物事业管理局

创建时间 1 982年

面积 256平方米

布局 建筑分为前后2进 ， 前幢为业务办公场所 ， 后幢



中国博物馆志 湖北卷

为纪念馆陈列展厅，原为列宁小学旧地

1 七里坪革命史陈列馆 2 红四方面军指挥部旧址 3 七里坪街道 4 红四方面军诞生地纪念碑

年面向大众开放 ， 展出文物80余件，陈列面积150平方米，

建筑特点 始建于清末，坐西朝东 ， 砖木结构，硬山

顶，屋面小布瓦铺盖:鼓皮隔扇墙，典型微派建筑，展厅

面积 156平方米，其余为办公等用房。

历史沿革 1 930年春 ， 红安县苏维埃政府在七里坪创

办了第一所初级小学一一列宁小学。 1 932年夏，迁往河南

省光山县郭家问。

1982年，七里坪革命旧地群以列宁小学旧地为依托，

举办七里坪革命史陈列 1 986年，红安县文物事业管理局

成立，同时成立七里坪文管所 1988年 l 月 1 3 日国务院将七

里坪革命旧地群公布为第三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1 989年6

月 14 日经县委、县政府批准正式成立七里坪管理所 2003

年至今主要负责七里坪革命旧址群的陈列展览和保护管理

工作 2005年 11 月， 该馆以"红安县七里坪革命纪念馆 "

之名，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布为第三批"全国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

历任馆长 肖万斌(仆1986 - 19 89 ) 潘雨 林

(υ19锦89.6一2却O∞Oω3 ) 周宏桥 ( 2却00盯3至今〉 。

业务活动

基本陈列 红安七里坪革命纪念馆的基本陈列 ， 1982 

陈列内容分六个部分介绍、党的初期活动，农民的发

展 : 二 、 黄麻起义的策源地: 三、 号[1豫皖苏区中刀创时期的

中心区域: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诞生地:五、保

卫革命老区，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 六、建立抗日武

装 ， 开辟敌后根据地，支援大军南下，迎接全国解放 。 陈

列采用大量的珍贵实物和旧地照片等。陈列以版面和展柜

实物为形式，配置了照明灯光，配有讲解员。

专题陈列 一、七里坪工会旧址复原陈列图片实物

展 : 二、中西药房旧址，郑位三同志生平展览: 三、鄂豫

皖苏维埃银行旧址复原陈列，图片实物展览;四、中国工

农红军第四方丽军总指挥部复原陈列实物展览 : 五、七里

坪革命法庭旧址 ， 复原陈列，图片、实物展览 ; 六、号[1 .)致

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 复原|冻列，图片展览。

藏品管理

[藏品来源] 主要通过征集、上缴(交〉、捐赠、

收购等途径取得。

[>>~品类别] 文物藏品以革命文物为主 ， 包括革命

文献、金、银、铜、 铁及钱币6大类型。

[藏品统计] 截至2008 i'1三底 ， 藏品累计 1563件，

2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