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犹县博物馆 2021 年工作总结

2021 年，在省、市文物部门的正确领导和关心支持下，

上犹县博物馆全体干职工立足博物馆职能，心系文博事业发

展，强化责任与担当，团结一致，认真谋划，精心组织，科

学实施，稳步推进各项文博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现将

2021 年上犹县博物馆各项工作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和 2022

年工作计划汇报如下：

一、2021 年工作成效

（一）文物保护稳步推进。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是推进文

博事业的基础。上犹县博物馆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

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对全县各级各类文

物的保护不松懈，通过积极向上争资争项，完善保护管理制

度和措施，增强县乡村三级文保队伍力量，确保了我县文物

的基本安全。具体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以重要革命遗址为主，有序推进全县不可移动文物

的保护修缮工作。对已编制修缮设计方案的营前红三军团宣

传部旧址、营前红三军团党训班旧址、营前红三军团教导队

旧址、紫阳彭德怀旧居、登龙塔、文兴塔等 10 处文保单位

积极向上争取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等资金下达后即可按程序

实施修缮工程；对已修缮较久，出现瓦面破损、漏水等局部

受损情况的革命遗址及时进行了修缮；对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的革命遗址进行了隐患排除，处理了易燃物和私拉电线等，

充实了灭火器等消防设施；对易受雨水、雷电影响的革命遗

址改善了排水设施，安装了避雷设施。



二是进一步健全了文物安全隐患处理机制，优化了县乡

村三级文保队伍结构，完善了乡村文保员考核管理措施，加

大了文保员培训力度，提高了一线文保员工作的积极性、及

时性和有效性，确保了每处文保单位有专人进行日常巡查，

一旦发现安全隐患能及时通过电话或微信的形式向县博物

馆报告，发现的安全隐患文保员能处理的文保员先处理，文

保员不能处理的由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协助处理，当地政府部

门不能处理的由县博物馆协调有关力量进行处理，有效保障

了全县不可移动文物的安全。

三是加强对馆藏文物的日常管理，健全相关制度，完善

管理措施。通过明确库房管理人员，明晰人员职责，严格落

实文物及人员库房出入制度等措施，规范馆藏文物电子和纸

质档案等使文物和库房管理确科学、规范、有序。

四是着手对全县重点文保单位、博物馆、陈列馆等文物

场所安装监控系统，目前已向上申请文物“三防”项目专项

资金，资金到位后立即实施。

（二）文物利用乘势而上。做好文物利用工作是文博

工作的落脚点，是文博工作者以优秀历史文化服务好人民

精神文化需求和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初心和使命。2021 年

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诞辰，是全党、全社会深入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的一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上犹县

博物馆紧贴当前需求，通过盘活我县红色资源，完善功能

配套，提升陈展水平，搭建学习教育平台，创新宣传教育

形式，全面服务社会各界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红色研学、



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具体做了以下几方面几项工作:

一是完善了上犹清湖红色教育基地的功能配套，规范了

运行流程，丰富了服务内容，提高了服务水平。设施上包括

增加了导引标识牌，增设了展厅电子触摸屏，增加了室外休

息坐椅，改造了旅游厕所等，以及通过种植花草，增加红色

文化元素等美化了基地环境；服务内容上包括提供上犹革命

史陈列馆线上预约讲解服务，提供红色讲堂用于培训授课，

推出穿红军服，吃红军餐，唱红歌，运红军粮，VR 体验，手

工制作，做团队游戏等体验活动，广受欢迎，县内外来基地

参观学习体验的游客和学员络绎不绝，年接待量达到 8万人

次。

二是对制定了革命遗址的陈展提升计划。对营前毛泽东旧

居、社下彭德怀旧居、上寨红三军团旧址群等进行陈展提升，

目前正在进行向上申请资金和编制陈展方案中。

三是规划了以清湖红色教育基地、上寨红三军团旧址

群、营前镇毛泽东旧址、革命烈士陵园等革命遗址为参观点



的红色研学路线。通过重走红军路，听当地讲解员讲解，看

陈列展览，听红色故事等活动深切感受革命先烈抛头颅，洒

热血的革命精神。组织前往参观学习的机关团体达到 2万人

次。

四是推出了多种红色文化作品。包括即将出版的《清湖

星火连环画》，开发制作了融合上犹红色文化元素的红色文

创产品，完善了《上犹红色故事》书籍等。

（三）宣教活动精彩纷呈。根据《“奋斗百年路，启航

新征程”庆祝建党 100 周年系列活动》文件精神，结合党史

学习教育，县博物馆推出了系列宣教活动，具体如下：

一是“百年追寻，传承使命”学习实践活动。积极引导

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到清湖红色教育基地、革命烈士陵园等党

性教育基地参观学习，现场体验“穿红军服、走初心路、吃

红军餐、观红色展览、评红色文创”等实践活动，接受革命

传统教育，继承党的优良作风，弘扬老一辈共产党员艰苦奋

斗、甘于奉献的革命精神，引领广大党员干部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

二是百名讲解讲百年党史活动。活动包含讲解员培训

班、革命遗址现场参观学习、讲解员大赛三部分，有来自全

县各机关事业单位、各中小学、各旅行社等 130 多人参加了

此次活动。通过此次活动让学员们学习中国百年党史历程、

上犹县情发展、红色文化资源、风土人情等知识，掌握娴熟

的讲解技能及灵活的应变处置能力，着力培养出一支热爱讲

解事业、讲解业务能力突出、胜任接待服务的高素质讲解员

队伍。



三是“献礼建党百年，传承红色基因”红色文化进校园

活动。通过活动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让青少年更好的了解

党的历史和我县的红色资源，进一步弘扬红色文化，让红色

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同时做好党史在青少年中学习教

育的传承工作，引导广大青少年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主题。

四是百名预备党员“表初心”集中宣誓活动。教育引导全



体预备党员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争当有信仰、有

担当、有气节、有情怀的新时代好党员好干部。

二、存在的问题

一是资金不足，上犹财政收入较低，投入到文化事业的

资金有限，更多的需要向上争取；二是文博专业人才和专业

讲解员力量不足；三是支持民间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工作

的政策力度不够；四是民间移动文物的吸纳利用不足，民间

有大量的私人文物资源，可以作为政府外的资源补充，通过

给予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大力发展民间文博事业。

三、2022 年工作计划

（一）加强人才建设，提高业务专业水平。一是增加文

博专业人才。文物工作具有较强的专业性，需面向高校招收

历史类专业、文博类专业毕业生；二是加强讲解员队伍建设。

以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遗址为依托，结合红色

研学、红色旅游不断加强讲解员队伍建设，包括专业讲解员

和讲解志愿者队伍，志愿讲解员梯队通过与学校合作和面向

社会招收志愿者的方式逐步建立。

（二）持续推进文物保护工作，按计划实施保护修缮工

程。文物保护是文物利用的基础，2022 年通过积极向上争取

到的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和本级配套资金，对计划实施修缮的

营前红三军团宣传部旧址、营前红三军团党训班旧址、营前

红三军团教导队旧址、紫阳彭德怀旧居、犹崇游击大队指挥

所旧址等革命遗址按程序有序组织实施修缮。



（三）挖掘特色亮点，打造上犹红色文化品牌。通过成

立工作小组，深入挖掘和整理上犹红色文化资源，精心谋划，

创新形式，打造上犹红色文化品牌。一是辑出版《清湖暴动

连环画》，拍摄《彭德怀在上犹》专题纪录片等；二是通过

举办红色家书朗诵活动、红歌赛、红色故事讲解大赛等丰富

红色文化活动，并逐步使活动栏目化、品牌化；三是通过红

色文化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等，让红色文化广泛深入群

众，深入各行各业，形成有独特社会影响力的系列活动；四

是开发一批有上犹特色的红色文创产品，面向市场需求，大

力传播上犹红色文化。

（四）统筹各类资源，打造高质量红色研学点和红色研

学游路线。一是进一步提升打造上犹清湖红色教育基地、上

寨红三军团旧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二是充分利用修缮好的

革命遗址，结合客家传统文化和乡村生态资源，发展红色旅

游，助力乡村振兴，创造红色资源的经济效益；三是整合红

色资源，深入打造以上犹清湖、平富、营前为核心的红色研

学精品路线，结合乡村振兴，实现规模化、效益化、品牌化；

四是通过抓住国家重大项目机遇，积极融入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江西段）建设项目和井冈山精品红色旅游线路规划等，

为我县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获得更多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

推进上犹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的整体规划和布局，扩大上犹

红色文化的影响面，提高我县文化活力。




