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题研究的基础上，11月6日，我馆与中山大学联合在海陵

岛成功举办了“古沉船与海上丝绸之路考古国际学术研讨

会”。

4.课题研究取得新成果

一是依托此前完成的课题，编著出版了《阳江木船传统

建造技术与风俗》、《山海之聚——阳江海洋文化遗产》两本

书。二是今年7月结题的阳江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18年度

课题——《发展阳江海丝文化旅游产业研究》及2018年度青

年课题——《“南海Ⅰ号”出水德化窑瓷器的初步研究》，

均获得优秀。三是坚持利用微信公众号平台推送学术研究、

科普教育类文章，已累计发送推文500余篇。现正在稳步推

进公众号推文出版工作，将公众号推文内容分成海丝钩沉、

文博汇粹、漠阳怀古三类，形成三份书稿，目前已完成出版

前的编辑修改工作。

5.着力缓解库房、文物整理用房不足问题

一是将三楼办公室区会议室和一个办公室共约140平方

米的区域改造，新增库房140多平方米。二是完成了海水处

理循环系统的拆除，第三库房的建设已动工，预计年底前可

以完成建设。

（三）稳步推进文物保护与管理工作

一是做好文物的脱盐工作。全年对100余件未脱盐处理的

陶瓷器进行浸泡脱盐，完成考古发掘现场的500余枚铜钱、

40枚铜镜的稳定性脱盐保护处理。二是完成2014年至2017年

1万多件文物的清点工作。三是启用藏品信息管理系统，录



入1.5万件藏品基本数据和部分文物照片。四是做好文物征

集工作。全年接收了社会捐赠阳江古窑瓷碗碟8件，阳江海

域出水酱釉罐1件、现代瓷板画、瓷器作品17件，绘画作品1

件。五是进一步提升库房、实验室建设。筹集近1000万元资

金，采购了一批标准库房库架、购置了一批急需实验室设备。

（四）陈列与宣教工作有序进行

1.积极引进和推出有影响力的临时展览

一是2月28日至4月21日，推出与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

流动博物馆联合主办的“背着房子去旅行——贝类动物的

世界”临时展览，共展出广东省博物馆馆藏的珍贵贝壳标品

及文物335件（套）。二是4月26日至5月12日，举办“‘南海

I 号’海丝文化遗产主题楹联书法展”，运用阳江传统文化

楹联和书法作为表现形式，传播以“南海 I 号”为代表的海

上丝绸之路文化。三是5月16日至7月31日，加强与澳门博物

馆的衔接，引进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澳门博物馆的

《濠江旧影──庆祝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历史图片展》，

为观众讲述澳门的历史风貌。四是8月9日至11月11日，与吉

安市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吉州名窑古陶瓷展览》在我馆临时

展览展出，让观众近距离观赏吉州窑的各种不同古陶瓷珍

品。五是11月15日至12月25日，推出《丝路帆远--中国海上

丝绸之路精品文物图片展》,以九个专题，展现不同时期的

海上丝绸之路的特点与发展格局。

2.积极推动“南海 I 号”文物赴外展出

一是3月29日，和浙江龙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在龙



泉青瓷博物馆举办了“海丝之路·‘南海 I号’龙泉青瓷归

源展”。二是与广东省博物馆、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大海道——‘南海 I

号’沉船与南宋海贸展”于“5·18”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在

省博物馆展出。三是6月22日至9月8日,“南海 I 号”文物也

赴由国家文物局、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丝绸博物馆联

合中俄10多家博物馆承办的“丝路岁月：大时代下的小故

事”展出，加强了海丝文化宣传，促进了文明互鉴。四是7

月15日，在广东方志馆承办了《丝路船说·探秘南海 I 号》

主题临时展览，引起了方志界的广泛关注。

3.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加强宣传阵地建设

一是牢牢把握意识形态主导权，建设海丝文化宣传阵

地。二是依托“南海 I 号”海丝文化资源，配合台港澳部门

在海丝馆挂牌成立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积极发挥优秀

传统文化在两岸交流中的作用。三是继去年获得广东省十佳

科普教育基地，今年又成功申报了广东省社科普及基地。四

是加入广东省研学旅行学会，积极申评十佳研学旅行基地。

五是在广东海丝馆加挂南海 I 号博物馆牌子，为加强南海 I

号海丝文化的宣传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六是做好网络管控，

肃清网络环境。

（五）博物馆产业拓展工作新成效

1.积极推动“南海Ⅰ号”文创产品开发

广东海丝馆在原有文创合作商家的基础上新拓展文创

联（广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广州本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阳江海宝实业有限公司、广东省博物馆、阳江市儒夫子工贸

有限公司等5家合作商家，由原来的184个增加到240个品种。

据初步核算，2019年1月至11月文创的销售额643563.1元，

比2018年1月至11月文创的销售额356676.9元，增长80.43%。

2.积极加强旅游宣传推广及景区建设，实现游客和门票

收入新突破

一是在三省十一市专版报纸进行了六期“南海 I 号”文

化遗产、社会教育方面的专题报道，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二是通过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阳江阳东分公

司拍摄制作了五个南海 I 号专题宣传，其中一个已成功登上

学习强国 APP，进行宣传播放。三是携“南海 I 号”文创产

品亮相“2019南国书香节暨阳江书展”。四是完成停车场升

级改造和景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旅游环

境和提高游客满意度。

据初步核算，2019年1—11月进馆参观人数661279人次，

同比去年增长超过31.67%。

（六）干部队伍建设新成效

一是抓好人才基地建设。2019年获评海陵区人才建设示

范基地，获得了5万元人才建设资金，为提升人才队伍建设

提供了更多的支持。二是强化人才聘任，优化人才队伍配置。

通过竞聘工作，完成了3名副主任的聘任，1名副高级职称人

员的聘任及2名中级职称人员的岗位聘任，并轮岗了部分敏

感岗位工作人员。三是积极利用文博系统培训班，加强专业

人才的培训。全年参加考古培训工作人员达5人次、参加文



物保护培训工作人员1人次、参加文物鉴定培训工作人员2人

次，参加讲解培训的5人次，参加文博综合管理等其他培训

的5人次。四是继续开展海洋文物出水培训班工作。到目前

为止，已联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举办了9期海洋出水文物

保护培训班，培训的学员超过150人次。

（七）积极参与精准扶贫、创文、创森工作

按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和相关部门的具体要求，积极

参与精准扶贫工作，参与创建文明城市、创建设森林城市工

作。一是进一步加强对精准扶贫工作的支持，精准扶贫工作

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我馆负责的扶贫帮扶单位塘坪镇马尾村

2019年全年完成4户贫困户的危房改造，全村47户101人全面

实现预脱贫。二是在2018年选派人员参与市创文办日常工作

基础上，今年又选派人员到创文驻点单位白圩村开展创文工

作，并从日常经费中安排相应的创文经费。三是在丝路文化

巡展过程中，积极加强森林城市建设的宣传工作。

二、存在问题

（一）文物库房不足

“南海 I 号”发掘完成后，各类型材质文物总量预计可达

18万件，现有库房面积约为1200m2
，办公区可改造的库房面

积约为1200m2
，则仍需新建库房面积约4600m2

，

（二）景区配套不足

虽然我馆一直努力致力于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但由于

受“四六分成模式”的局限及有实力商家少，还未能满足游

客对大量文创产品和文艺作品的需求，缺少相应的产业拓展





 

 

“南海 I 号”文创走进 2019 年香港国际授权展一 

 

“南海 I 号”文创走进 2019 年香港国际授权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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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着房子去旅行——贝壳动物的世界”临时展览开幕式

 

参观“背着房子去旅行——贝壳动物的世界”临时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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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广东省十佳科普教育基地授牌活动

 

我馆广东省十佳科普教育基地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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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丝之路•“南海 I号”龙泉青瓷归源展”在浙江龙泉展出

一

 

“海丝之路•“南海 I号”龙泉青瓷归源展”在浙江龙泉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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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参加西安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博览会一

 

我馆参加西安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博览会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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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主办的海丝主题楹联书法作品展一

我馆主办的海丝主题楹联书法作品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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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澳门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

 

我馆亮相第七届澳门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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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濠江旧景--庆祝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图片展”临时展

览开幕仪式暨《山海之聚--阳江海洋文化遗产》新书发布仪式

 

观众参观“濠江旧景--庆祝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图片展”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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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展览

 

我馆参加“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省珠海主会场活动

“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省珠海主会场活动，现场观众体验

我摊位馆特有的 VR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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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与广东省博物馆合作的“大海道--‘南海 I号’沉船与南

宋海贸展”展览一

我馆与广东省博物馆合作的“大海道--‘南海 I号’沉船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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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海贸展”展览二

 

我馆策划的《丝路船说--探秘“南海 I号”》展览走进华南理工

大学图书馆

 

我馆曾超群馆长在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作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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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博物馆智慧旅游技术的应用讲座 

消防安全知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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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护讲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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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护讲座二 

 
 

 

海丝馆在饱水有机质文物稳定性保护、病害监测以及利用低

温低氧技术稳定保存脆弱有机质文物方面的探索性研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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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宣讲社会教育活动（进军营） 

 
“一带一路”海丝文化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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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 I 号”考古最新发现讲座 

 

 44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2019年度工作报告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2019年度工作报告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