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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的非国有博物馆数量首次超过国有博物馆

有有看看头头、、有有说说头头，，还还得得花花点点心心思思

4月房价仍缓涨
成交量变化不大

C02 身边

本报记者 贾凌煜 苏洪印
姬生辉

新增4家博物馆
其中一家有红缎龙袍

18日，兖州区兴达生态酿
造酒文化博物馆开馆。博物馆
建筑面积1 8 0 0平方米，展厅
1000平方米。藏品主要有原兖
州酿酒厂原始档案资料、产品
等，展示了中国古法传统酿酒
工艺，藏品共计816件。

今年年初，曲阜清代服饰博
物馆挂牌，此后吸引众多游客前
来参观。当日下午2点半，位于鼓
楼大街中段曲阜市文物商店二

楼的清代服饰博物馆，在这间面
积约300平方米的空间内，共计
20多套清代女士服装分列两旁；
在中间的6个专门制作的玻璃柜
内，分门别类地陈列着头饰、首
饰、肚兜等饰品。

“展出的清代服装做工非常
精湛，保存也非常完整，能够让
我们直观地了解清代服饰文
化。”来自浙江的游客孙女士说。

曲阜市文物局文物商店经
理周龙涛介绍，自上世纪70年
代以来，文物商店在山东及周
边地区征集购买各类清代至民
国服饰500余件套。出于保存服
饰和展厅面积的考虑，采取轮
番展出。其中，作为镇馆之宝的
红缎五彩云蝠龙袍完全采用缂

丝手法制作，具有极大的历史
研究价值。

嘉祥徐氏石刻博物馆建筑
面积3680平方米，展厅面积2000
平方米。该馆以研究石刻文化、
展示徐氏石业优秀雕刻作品为
主，藏品总计373件(套)。

济宁市圣城儒家玉文化博
物馆现有藏品571余件，如《七
十二圣贤》人物阴刻镶金线玉
牍版、阳刻小篆《鲁共公择言》
玉牍版等。这些展品，是儒家文
化不可多得的玉器实物，具有
重要的文化研究价值。

多琢磨点子
博物馆才能常看常新

18日，微山湖民俗博物馆
迎来一批中小学生参观，这家
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的非国有
博物馆，是运河文化和渔家文
化的主要积淀区和集中展示
区，也是山东省乡村记忆工程
示范点之一。这家博物馆包括
室内展厅、室外展厅和水上展
厅三部分。尤其是水上展厅，参
观者可以欣赏传统捕鱼、湖上
婚礼、鱼鹰表演活动。

目前，全市各级各类博物
馆数量增至31家，其中国有博
物馆15家、非国有博物馆16家。
在传承历史文化、承担公共文化
服务方面，这些非国有博物馆起
着重要的补充作用。如何让这些
博物馆保持常看常新状态，是主
办者面临的的问题之一。

微山湖民俗博物馆长刘迎

水表示，想把水上展厅打造成
整个博物馆的亮点，让游客们
看完文字简介，再看具体展示，
这样传统的渔家文化就“活”了
起来。不过，目前博物馆的运营
基本依靠景区收入进行补贴，
想把这一想法变成现实，还有
待更多的资金支持。

“现在国家和省市都已出
台扶持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的文
件，我们期待这些政策能尽快
地落实到基层。”另一位非国有
博物馆的馆长坦言。

除了资金支持，主办者们
还需多想点点子。济宁市文物
局局长丁海燕建议，现在国家
大力支持非国有博物馆发展，
不仅国有博物馆可以承接省市
大型展览，只要达到条件，非国
有博物馆也可以承接。

18日，兖州区兴达生态酿造酒文化博物馆开馆，这是省文物局新批准备案的4家博物馆之一。
至此，济宁的非国有博物馆数量首次超过国有博物馆。这些非国有博物馆是国有博物馆的重要补
充，但也存在展出内容单一、资金短缺等问题。如何让这些博物馆常看常新还是主办者们面临的
共同问题。

本报济宁5月18日讯(记
者 庄子帆 通讯员 张荣
娟) 18日，任城文体中心试
营业，任城体育中心的室内
羽毛球馆、篮球馆、乒乓球项
目的数片场地均向市民开
放。试营业期间，市民只需要
花10块钱就能打球。

18日上午，位于济安桥
南路的任城文体中心场馆
内，8名篮球爱好者正酣畅淋
漓地打球。“我们是一个单位
的，休息时间一致，每周都会
打3至4次。”李先生说，原来
到南池小学的篮球场馆内
打，现在文体中心开放了，场
内的设施比较先进，特别是

木地板，打起球来很舒服。
任 城 文 体 中 心 运 营

方——— 济宁珠江体育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今
年3月份，公司通过任城区政
府公开招标，取得任城文体中
心运营权，仅用2个月就完成
从场地布置、设备调试到服务
保障等各个方面的全面调整。

试运营期间，任城体育
中心的室内羽毛球馆和篮球
馆的数片场地向市民开放，
执行每片场地“10元畅打”的
政策。任城文体中心正式运
营后，体育场馆可容纳200余
人同时健身，也可满足方圆3
公里以内居民的健身需求。

任任城城文文体体中中心心试试营营业业
1100块块钱钱可可酣酣畅畅打打篮篮球球

市民正在观看清代服饰展。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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